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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软件上， 相信

大家刷到过关于孩子得了支原体肺炎的消

息。 在评论区，不少家长回复说，孩子们今年

也接连确诊支原体肺炎。 还有一些家长根本

不了解支原体肺炎，在平时也没有当回事，一

不留神，孩子竟然就中招了。 为此，家长们非

常焦虑，忧心忡忡，可谓是“孩子一生病，爹妈

半条命”。 面对支原体肺炎，大家应该如何应

对呢？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一、什么是支原体肺炎

众所周知，肺炎的发生与细菌、病毒等感

染因素相关。但支原体是一种微生物，不同于

细菌、病毒，能独立生活。 肺炎支原体则是支

原体的一种。与其他类型肺炎不同，支原体肺

炎是因感染肺炎肺炎支原体导致肺炎疾病。

二、感染肺炎支原体，一定会得肺炎吗

答案是不一定。 只有肺炎支原体侵入人

体的下呼吸道，才可能引起支原体肺炎。

三、支原体肺炎会传染吗

支原体肺炎具有传染性， 主要通过空气

飞沫、直接接触传播。传染源包括支原体肺炎

患者、无症状感染者。潜伏期约 1~3周。 潜伏

期内至症状缓解数周均有传染性。 值得注意

的是，本病还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发病特征，每

3~7年会发生一次大流行。

四、什么人容易得支原体肺炎

支原体肺炎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普遍易

感。流行性病学显示，支原体肺炎好发于 5岁

以上儿童及青少年。 但近年来，成人支原体

肺炎占比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以我国为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成人患者中，肺炎支原体

阳性检出率可达 11.05%。 因此，即便是成年

人也需要重视支原体肺炎的防治。

五、如何区分流感和支原体肺炎

（1）共同点：流感和支原体肺炎均是呼吸

道感染疾病，均会出现发热、咳嗽症状，均具

有传染性，均可经空气飞沫、直接接触传播。

（2）不同点：①病因不同。 流感是感染流

感病毒导致的疾病。 支原体肺炎是感染肺炎

支原体导致的疾病。②病情不同。相比支原体

肺炎，流感起病急、全身症状更重，比如会高

热、乏力、头疼、肌肉酸痛等。 而支原体肺炎

患者大多起病不急，往往以中高热为主（持续

高热提示病情重），患者会出现强烈的刺激性

干咳，退烧后，咳嗽还可能持续 1~2 周，甚至

更长，病程后期，可能出现少量痰液。

若需准确辨别病情， 应该及时入院接受

检查。 在临床上，实施肺炎支原体培养、血常

规、C- 反应蛋白、 肺炎支原体抗体测定等，

结合临床表现即影像学表现，可帮助确诊是

否为支原体肺炎。

六、如何识别重症支原体肺炎

感染肺炎支原体后， 肺组织炎症发展到

一定疾病阶段，恶化加重形成，即“重症”或

“危重症”时，会引起器官功能障碍，甚至危及

生命。 应对支原体肺炎，避免重症感染是关

键， 一旦发现疑似重症支原体肺炎的相关症

状，应提高警惕，立即入院治疗，以免对生命

健康造成损害。 以下情况， 尤其需要提高重

视，尽快就诊：（1）持续高热（体温 >39°C）

超过 5天；（2）反复发热≥7 天，体温高峰无

下降趋势；（3）治疗后 72h 持续高热不退、低

氧血症，呼吸困难难以缓解；（4）出现呼吸急

促、喘息、呼吸困难、胸痛、咯血等症状；（5）

存在精神差，头痛、抽搐、频繁呕吐，无法进食

等感染中毒症状；（6）合并基础性疾病，比如

哮喘、原发性免疫缺陷病；（7）大环内酯类抗

菌药物治疗延迟。

七、支原体肺炎的治疗措施有哪些

确诊为支原体肺炎后， 治疗周期一般

2~4 周，早发现、早治疗，是尽快控制病情，尽

快恢复健康，避免并发症的关键。其治疗措施

包括：（1）基础治疗。 急性期充分休息，保持

饮食清淡，补充水和电解质，不吃刺激呼吸道

的食物。 康复期适当运动，增强体质，远离粉

尘等刺激，以免导致咳嗽加剧。 （2）药物治

疗。①抗感染。 首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比如

罗红霉素、阿奇霉素等。鉴于阿奇霉素的耐药

性增加，若效果不佳，可选择新型四环素类抗

菌药物，比如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等。 其他还

可选择喹诺酮类药物，比如左氧氟沙星、环丙

沙星、莫西沙星。注意：青霉素类、头孢类抗生

素，治疗支原体肺炎，完全无效。因此，需要严

格遵医嘱用药。②对症支持。包括镇咳祛痰类

药物（包括右美沙芬、盐酸氨溴索等）、平喘类

药物（硫酸特布他林、异丙托溴铵等）、中医药

等。③住院治疗。 比如采用激素治疗，以抑制

过度炎症反应； 采取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

技术治疗等。（3）中医外治法。比如针灸、穴位

贴敷等治疗。

八、支原体肺炎要如何预防

（1）保持个人卫生。 注意经常洗手，尤其

是饭前便后。 家中的床上用品等也要注意定

期清洁。 （2）适当锻炼身体，合理饮食，注意

天气变化，酌情增减衣物。 （3）想要咳嗽、打

喷嚏时，不要用手，以免手到处乱摸，增加疾

病传播风险， 要用纸巾或者肘部掩住口鼻。

（4）保持居住环境舒适。经常打扫、清洁房间，

定期通风。 （5）外出活动，应多选择公园等

空旷的地方，尽量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

超市、商场等。 （6）建议学校、医院、超市等

场所定期采用 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比如

84 消毒液），进行环境消毒，以杀灭肺炎支原

体，降低聚集性发病风险。（7）加强家校合作，

多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若出现身体不适，应

该及时就诊，避免带病上学。

总之，支原体肺炎可防可治，若已经确

诊为支原体肺炎，不要慌张，遵医嘱积极治

疗，避免重症感染及并发症。 除此以外，大

家还应该提高预防意识， 避免患上支原体

肺炎。

（作者单位：山东省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鼻咽癌患者出现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护理方法

□

李莉

鼻咽癌是一种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

壁的恶性肿瘤， 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

在鼻咽癌的治疗中，放射治疗是常见的治疗

方法之一。 然而，放射治疗在杀灭肿瘤细胞

的同时， 也会对正常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

其中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是鼻咽癌放疗过程

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本文旨在科普鼻咽癌

患者出现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护理知识，帮

助患者和家属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问题。

一、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概述

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是鼻咽癌放疗过程中

常见的并发症， 主要表现为口腔黏膜的充

血、水肿、糜烂、溃疡等，患者常出现口腔疼

痛、吞咽困难、味觉改变等症状。 放射性口腔

黏膜炎的发生率随着放疗剂量的增加而增

加，一般在放疗后 2到 3周开始出现，且随着

治疗的进行而逐渐加重。

二、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护理原则

（一）预防为主：在鼻咽癌放疗开始前，患

者应提前进行口腔检查，由专业医生评估并

拔除深度龋齿和残根，这些潜在的感染源可

能会导致放疗后的口腔黏膜炎加重。 同时，

患者应该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每天早

晚刷牙，使用软毛牙刷和温和的牙膏，避免

使用过于刺激的口腔清洁产品。 此外，患者

还需注意避免摄入辛辣、 粗糙等刺激性食

物，以减少对口腔黏膜的刺激和损伤。

（二）及时治疗：如果在放疗过程中出现

了口腔黏膜炎的症状，如口腔疼痛、红肿、溃

疡等，患者应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

助。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 如使用口腔黏膜保护剂、消

炎止痛药等，以减轻症状并促进口腔黏膜的

修复。 患者不应自行购买或使用药物，以免

加重症状或产生不良反应。

（三）综合护理：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护

理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患者

的身体状况、 心理状态和营养状况等因素。

在身体状况方面，患者应保持充足的休息和

适当的运动，以增强身体免疫力。 在心理方

面，患者应积极面对治疗，保持乐观的心态，

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 在营养方面，患者应

摄入高蛋白、高热量、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以

促进口腔黏膜的修复和再生。 此外，患者还

需注意口腔卫生和饮食调整，避免刺激性食

物的摄入，减少对口腔黏膜的刺激和损伤。

三、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护理措施

（一）生活护理：生活护理是放射性口腔

黏膜炎护理的基础。 首先，患者需保持室内

温湿度适宜，经常开窗通风，确保室内空气

新鲜。 其次，患者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

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 此外，根据患者

的身体状况和病情，适当进行运动，如散步、

太极拳等，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 最后，患

者应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治疗，避免

过度焦虑和紧张。

（二）心理护理：心理护理在放射性口腔

黏膜炎护理中同样重要。 医护人员应与患者

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

和疑虑。 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和疏导，帮助

患者缓解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 同时，鼓励

患者积极面对治疗，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家属也应给予患者充分的关心和支持，共同

面对治疗过程中的挑战。

（三）饮食护理：鼻咽癌放疗患者应戒烟

酒，避免食用辛辣、刺激、粗糙、过冷或过热

的食物，以减少对口腔黏膜的刺激。 同时，增

加营养摄入，摄入高蛋白、高热量、富含维生

素的食物，有助于促进口腔黏膜的修复。 食

物应微温、软烂易消化，避免坚硬、粗糙的食

物对口腔黏膜造成损伤。 对于疼痛不能进食

的患者，可采用鼻饲或静脉输液等方式维持

营养。

（四）口腔护理：口腔护理是放射性口腔

黏膜炎护理的关键环节。 患者应保持口腔清

洁湿润， 每日饭后及睡前用软毛牙刷刷牙，

使用温盐水或 0.1%醋酸洗必泰漱口液漱口。

口腔黏膜溃疡疼痛时，可应用药物进行局部

治疗，如使用溃疡糊剂、阿它灵等药物交替

外涂。 对于口腔黏膜炎较重的患者，可进行

雾化吸入治疗，以减轻疼痛和水肿。 放疗期

间和放疗后，患者应多练习张口运动，预防

张口困难。 此外，每日饮水达 2500-3000ml，

有助于保持口腔湿润，促进口腔黏膜修复。

四、结语

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是鼻咽癌放疗过程中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痛

苦。 通过采取合理的护理措施，可以有效地

减轻口腔黏膜炎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本文介绍了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概述、

护理原则、护理措施以及分级护理等方面的

知识，希望能够帮助患者和家属更好地理解

和应对这一问题。 同时，也提醒广大患者和

家属，在放疗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口腔黏膜的

变化情况，及时就医并接受专业的治疗。

（作者单位：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气象小知识 强对流天气来临前的征兆

□

马学峰

强对流天气就是天空里有很多大风暴，

会让天气变得很糟糕。它会导致闪电、雷雨等

现象并且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麻烦。 但是可以

通过观察气象现象来提前预测， 准备好迎接

它，尽量减少它给带来的影响。

一、强对流天气的简介和特点

强对流天气是由于地表通过对流形成的

大规模上升运动所引发的天气过程。 这种天

气一般具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

严重天气现象。 强对流天气的主要特点是其

变化快速，毁灭性强大。 短时内气温剧变，风

力急增，降水强度大甚至出现冰雹。尤其是雷

暴天气，通常以强风、暴雨、闪电、雷鸣为特

征，而且经常伴随着冰雹、滑坡、泥石流等多

种灾害性天气。 这种天气现象的发展和消退

机制复杂，对预测和防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了解强对流天气的基本特征和形成条件，对

于预测和应对它的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二、 湿度和气压在强对流天气形成中的

作用

湿度和气压对于强对流天气很重要。 湿

度表示空气中的水分多少， 高湿度可能引发

暴风雨。气压反映大气压力，低气压会促使强

对流。湿度高、气压低时，天气变化激烈，要注

意这两个因素对天气的影响。

三、冷暖气团接触等关联

冷暖气团相遇时，形成冷暖锋，轻的暖气

团被挤向上升，形成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

这种天气会带来雷暴和大雨， 对生活造成影

响。 认识冷暖气团交汇对预测和防范强对流

天气很重要。

四、强对流天气前的显著征兆

强对流天气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深远，对

其前期征兆的识别和了解有着重要意义。 那

么， 强对流天气来临的显著征兆主要有哪些

表现呢？ 其中最显著的征兆在于大气压力变

化。天候突然变好，且持续不断，呈现一种“高

气压”状态，这通常是强对流天气即将来临的

预兆。 再者， 湿度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标

志，气温飙升，湿度却异常下降，这种情况下

就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来临了。另外，雷鸣频

繁，而云层却很低，尤其是积雨云，如果出现

这种现象，那么强对流天气可能就要来了。总

而言之， 预见强对流天气的最佳方法就是关

注气象信息， 当然如果能掌握以上的强对流

天气预警征兆，那就能更早的做好应对措施，

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五、气压波动和湿度改变等

在强对流天气的形成过程中， 气压波动

和湿度的变化可被视为重要的预警信号。 一

般来说，当大气压力持续下降，尤其是速度异

常快速时，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随之而来。这是

因为压力的下降代表着较暖、 湿的空气正在

上升，从而增加了对流的可能性。湿度的变化

同样重要。 湿度增加意味着空气中水汽含量

增多，空气越是湿润，越可能形成积雨云，引

发强对流天气。而湿度突然降低，也可能预示

着干燥的空气正在接近， 有可能产生下沉气

流，引发狂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持续观察气

压和湿度的变化， 对于预测和预防强对流天

气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卫星气象观测设备

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数据， 并帮助科学家们进

行更准确的预警。

六、天空云态、雷雨和闪电的预警意义

强对流天气的来临， 往往会伴随着特定

的云型出现。这些云类型多变而具象，既有卷

云、积云，也有雷暴云等，而这些云的形态变

化是对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号。如雷暴云，也

被器称为积雨云，常表示强对流天气的来临，

可能会发生大雨、大小冰雹、雷电、龙卷风等

的强对流天气现象。 雷雨和闪电也是强对流

天气的表现之一，更具有预警意义。雷雨的发

生常是强对流天气的先兆， 特别是当雷暴产

生区局部的空气湿度相对较大时。 闪电的出

现，尤其是频繁的闪电，常常表明有强大的上

升气流存在， 往往是强对流天气即将爆发的

信号。掌握这些天气现象，对于提前预警强对

流天气，减小其可能带来的损失有实际意义。

学会识别天气变化的征兆， 比如气压变

化、湿度变化以及冷暖气团的移动，可以帮助

我们预见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学会观察云态、

雷雨闪电等自然现象， 预防灾害保护生命财

产，服务社会发展是关键。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

应对支原体肺炎 避免重症感染是关键

□ 刘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