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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样应对支原体肺炎？ 
张红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066000） 

摘要：肺炎支原体是一种大小个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肺炎支原体引起的肺炎是中国 5 岁及以上儿童最主要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占
住院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 10%-40%。每 3-8 年发生一次地区性大流行。新型四环素类抗菌药物是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替代药物，主要
包括多西环素和米诺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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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冷，我国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流行性

的儿童肺炎患者，这引起了许许多多家长的关注与担心。近
期所流行的儿童肺炎，其主要的病原体并不是病毒与细菌，
而是我们以前不怎么听说的支原体。支原体肺炎也叫做“原
发性非典型肺炎”。那么，到底什么是支原体呢？它有着哪
些特点与危害呢？肺炎支原体感染药怎样有效的预防和治
疗呢？请大家随着我的介绍，一起来了解吧。 

一、什么是肺炎支原体 
肺炎支原体是一种无细胞壁的原核细胞性病原体，其在

结构上处于病毒和细菌之间，与细菌相比较它没有细胞壁，
与病毒比较结构更为复杂，在进化的程度上也更高。肺炎支
原体诱发的急性呼吸系统以及肺组织发炎是支原体肺炎的
病理表现，它经常与喉炎、气管-支气管炎及肺炎并发。在
所有非细菌引起的肺炎病例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由肺炎支
原体造成的，换言之，在多种原因导致的肺炎中，大约有
10%归因于支原体。虽然秋季和冬季更容易爆发支原体肺
炎，但这种疾病的季节性波动并不显著[1]。 

二、支原体肺炎有哪些表现？ 
支原体，同时也是一种可以致病的微生物，其和细菌相

比较会小很多，但是却比病毒要大。支原体并没有细胞壁，
是可以通过滤菌器并能够独立生活的最小的原核细胞型的
微生物[2]。支原体大部分会粘附在呼吸道或者泌尿生殖道的
上皮细胞上，不会侵入到血液和组织中。其中肺炎支原体与
生殖系统支原体可能对人体造成相关的疾病。 

肺炎支原体是人类支原体肺炎的病原体。支原体肺炎的
主要表现就是下呼吸道的感染，在病理上的改变则以间质性
肺炎为主，有时也会伴发支气管的肺炎，也被就叫做原发性
非典型型肺炎。肺炎支原体一般均存在于呼吸道黏膜，利用
粘附与释放毒性的物质，使得呼吸道和肺部出现损伤，并由
此引发机体的相关免疫反应。严重的患者也会出现皮肤、心
脏、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等全身性的多个器官的
不同程度的损害[3]。肺炎支原体在进入到患者的体内之后，
一般会有 2-3 个星期的潜伏期，在临床上的症状也比较轻，
主要为头痛、咽痛、发热和咳嗽等的呼吸道的症状，也可以
引发咽炎或者气管支气管炎；较为特殊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
阵发性的刺激性咳嗽。目前，国内在支原体肺炎的诊断上主
要依赖血清学的检测。 

三、哪一类人群发病率最高？ 
支原体肺炎在传染方式上主要为飞沫传染和直接接触

传染，有着地区流行的特点，比较容易在相对封闭且人口较
为密集的环境中爆发。5 岁以上的儿童发病率为最高，3 岁
以下的儿童发病率较少。有相关资料表示：在住院的儿童肺
炎患儿中，支原体肺炎的患儿占比约为 10%到 40%。其由
处于急性期患者的口鼻分泌物通过咳嗽经过空气飞沫传播，
从而引发呼吸道的感染。 

免疫力较低和儿童都属于易感的高危人群。支原体肺炎
在季节的流行上并不显著，在一年四季中均可能发生，但是
秋季和冬季是高发的季节。 

四、治疗方法 
对于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治疗，周期从 1-2 周到 3-4 周不

等。通常情况下，治疗周期为 2-3 周。对于轻微的肺炎支原
体感染患者，可以选择口服希舒美，每周服用 3 天，然后休
息 4 天。对于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需要通过静脉注射来缓
解。对于有痰的患者，有效的排除痰液是非常关键的，应该
经常帮助患者翻身和拍打背部，以帮助患者将痰液咳出来[4]。
同时，也可以适当使用止咳化痰的药物，或者采取雾化吸入
的方式。应当强调的是，当支原体被感染之后，其抗体的恢
复需要较长的时间。只要病情得到改善，那么患者无须再继
续服用阿奇霉素，也无须等待其抗体转为阴性。但若在 3-4
周内，患者还出现咳嗽和咳痰的情况，那么应该思考是否与
细菌的感染有关，或者是由于感染引起的气道高反应导致的
过敏性咳嗽。 

五、如何预防 
（1）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经常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每次的通风时间不应少于 30

分钟，这样可以保证室内空气的流通性，从而有助于降低空
气中病原菌的数量。 

（2）避免接触感染源 
应尽可能远离人流过多且空气流通性差的公共区域，例

如电影院、购物中心等，必要时佩戴口罩。在咳嗽或打喷嚏
时，应用纸巾遮挡嘴鼻，并保持手部的清洁和消毒。 

（3）加强个人卫生 
为了防止肺炎支原体的传播，必须养成健康的个人卫生

习惯。多洗手，尽量不让手接触到嘴、鼻、眼等敏感区域，
尤其是在进入公众环境之后，应该使用肥皂和洗手液，将手
浸泡于水中进行清洗。如若不便用水清洗，也可以选择使用
含酒精的无需洗手的洗手液来对手进行消毒和清洗。 

（4）接种疫苗 
建议年纪合适的人群进行肺炎支原体感染疫苗的注射，

这样能够有效减少被感染的几率。 
（5）加强锻炼 
适度的运动能够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对于预防疾病也大

有裨益。 
（6）合理饮食 
保持营养平衡，经常摄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能够增强

身体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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