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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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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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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

NG7

"主要引起呼吸道感染#严重时出现全身各系统

并发症#甚至死亡#严重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由于
NG7

具有传染性较强'人群普遍易感等特点#正确认识其临床及影像学

特点对临床诊治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诊治等方面研究进展作一综述#特

别对其不同分期
GH

影像学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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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
&!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暴发以来#新

型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简 称 +新 冠 肺 炎,#

</M2C

9/0/<;M>0-@

.

<2-A/<>;

#

NG7

"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国

内多个省份及日本'泰国'美国等部分海外国家#传

染性极强)

&

*

&截止
!"!"

年
!

月
!"

日#世界卫生组

织发布的公告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

例#

中国累计
*))('

例#死亡
!!L'

例)

!

*

&作为新发冠

状病毒#

!"&'

新型冠状病毒具有自己的生物学特

性#感染所引起的临床症状与影像学表现等也具有

一定特点#且目前人们对其的认识仍处于初期阶

段#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利于有效防控&因此#

本文结合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及数据#主要就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诊治

等方面研究进展作一综述#特别对其不同分期影像

学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旨在为新冠肺炎的有效防

控提供依据和参考&

8

!

病原学及发病机制

冠状病毒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和动物的

?NP

病毒#属套式病毒目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属#

可导致呼吸道'消化道'肝脏和神经系统疾病)

L

*

&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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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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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知的可引起致死性

疾病的
#

型冠状病毒)

L#$

*

&通过对此次新型冠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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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肺炎患者呼吸道标本的全基因测序发现#该病毒序

列与
#

型冠状病毒属的
^

谱系匹配#与
,P?,#G/O

和

QB?,#G/O

相似#但其与以上两者在保守区域复制

酶!

J?a&;4

"的序列一致性低于
'"g

)

)#*

*

&国际病毒

分类委员会!

KGHO

"根据系统学'分类学和惯例#将

!"&'

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 +

,P?,#G/O#!

,

)

%

*

冠状病毒感染细胞的途径主要是经
,

蛋白特异

性结合于宿主细胞表面受体#通过膜融合方式入胞后

将其基因组释放到细胞质中)

'

*

&

,P?,#G/O#!

主要

通过刺突
,

蛋白作用于人细胞表面的
PGB!

#

,

蛋白

经过结构重排使病毒膜与宿主细胞膜融合#从而感染

人呼吸道上皮细胞#且生物物理和结构证据表明

,P?,#G/O#!

与
PGB!

的结合强度约为
&)<A/C

%

Y

#

具有比
,P?,#G/O

更高的亲和力#因此传染性更

强)

&"#&&

*

&此外#单细胞
?NP

测序数据显示#心脏'肾

脏'肝脏'膀胱'回肠等都存在
PGB!

基因表达#提示

除了肺部外#这些器官也有病毒侵袭的风险)

&!

*

&

9

!

传播途径

目前认为#

,P?,#G/O#!

的传染源主要是已感

染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存在携带病毒的可能

性)

&L

*

&主要通过人与人近距离的呼吸道飞沫传播#

也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如经手等感染口'

鼻和眼部黏膜)

&$

*

&在特定的'病毒浓度较高的相对

封闭的环境下有可能会发生气溶胶传播)

&$

*

#但暂无

证据表明其是主要传播方式&此外#在患者粪便中

检测到病毒核酸)

&)

*

#消化道传播有待进一步明确&

<

!

临床特点

L+&

!

潜伏期
!

目前认为
,P?,#G/O#!

的潜伏期一

般为
&

'

&$3

#多数在感染后
L

'

*3

出现症状#存在

极少数病例潜伏期超过
&$3

#最长者甚至可达

!$3

)

&(

*

&

L+!

!

临床表现
!

早期临床表现主要是发热和咳

嗽#可伴乏力或肌肉酸痛#头痛'咽痛'流涕'腹泻等

症状较少见)

&*#&%

*

#少数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钟南

山团队研究结果表明有
$L+%g

的患者早期出现发

热症状#

%*+'g

则在入院后表现为发热#如果监测

病例定义发热检测#则此类患者可能会被遗漏)

&(

*

&

部分患者则以消化系统症状!如呕吐'腹泻等"'神

经系统症状!如头痛"'心血管系统症状!如心慌'胸

闷等"为首发表现)

&'#!"

*

&

新冠肺炎患者病情进展或转归各不相同&典

型患者感染后迅速进展为肺炎#呼吸道症状加重#

多数经治疗后预后良好)

&$

*

&由于病毒感染导致全

身炎症反应和免疫系统功能紊乱#人体各系统均有

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疾病进展过程中出

现急性心肌损伤'突发心率进行性下降'心音减弱

等心脏损害表现)

!&

*

#还会出现蛋白尿'血浆肌酐和

尿素氮水平升高以及肾脏异常影像表现)

!!

*

&少数

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发病
&

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

!或"低氧血症#进而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

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

障碍及多器官功能衰竭#以致危及生命)

&$

*

&年龄大

于
("

岁'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

L+&L

'患有其

他基础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呼

吸道传染病'肿瘤等"是引起重症肺炎的高危因素#

及时识别并进行重症监护管理有助于降低不良预

后的发生率)

!L#!$

*

&

截止
!"!"

年
!

月
&&

日中国内地全部报告确诊

病例中#大多数
NG7

患者!

%"+'g

"仅表现为轻症或

普通型#极少数!

$+*g

"病情危重出现呼吸衰竭'败

血性休克和!或"多器官功能衰竭等表现#总体病死

率低#为
!+Lg

)

!$

*

&

=

!

胸部影像学检查

$+&

!

检查手段
!

,P?,#G/O#!

早期主要经呼吸道

感染肺部#故胸部影像学表现成为新冠肺炎的重要

诊疗决策依据之一#影像学检查成为病例筛查'早

期确诊及疗效评价等重要手段)

!)

*

&目前主要的检

查手段包括胸部
U

线与
GH

&前者由于其对早期磨

玻璃影容易漏检#不建议用于本病筛查和早期诊

断#可用于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床边复查&

GH

尤

其是高分辨率
GH

#能准确地检出早期病灶并对病

变性质及范围进行评估#且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

是
NG7

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

*

&

$+!

!

影像学表现
!

胸部
U

线无法显示早期胸膜下

的磨玻璃影#随着病情进展#可表现为双肺下野分

布的局限性斑片状密度增高影)

&)

*

#重症患者则可出

现双肺弥漫性实变影#伴或不伴少量胸腔积液)

!(

*

&

胸部
GH

的主要征象有单发或双肺多发磨玻璃

密度影!

XXJ

"和实变影#呈+铺路石,征)

!)

#

!*

*

#病变

以肺外周'胸膜下分布为主#也可在支气管束'血管

周围#可见空气支气管征及部分区域小叶间隔增

厚)

!(

#

!%

*

#极少数或少数伴胸腔积液或淋巴结肿

大)

&'

*

&根据肺部病变范围与类型#可将
GH

表现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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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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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早期'进展期'重症期和吸收期)

!'#L"

*

&早期病灶

多局限于胸膜下或叶间裂下#密度不均#呈单发或

多发的斑片状'局限性
XXJ

#伴或不伴小叶间隔增

厚#可见空气支气管征)

L&

*

!图
&P

"&进展期病灶分

布区域增多#范围扩大至双肺多叶#常见于
$

'

)

叶#

病灶密度增高#融合成大片#呈非对称性分布#可见

支气管血管束增粗!图
&̂

"&重症期肺部弥漫性肺

泡损伤#肺细胞脱落#肺透明膜形成)

L!

*

#影像表现呈

双肺弥漫性病变#进展快#以实变为主#合并
XXJ

#

少数呈+白肺,表现#并出现少量胸腔积液)

LL

*

!图

&G

"&吸收期多见于发病
&

'

!

周后#病情呈好转趋

势#可见肺部病变范围缩小#密度减低#实变灶逐渐

消失#渗出物吸收或机化)

L$

*

!图
&I

'

&B

"&

GH

显示

的病灶变化与病情进展密切相关#随着病程进展肺

部出现实变病灶#

GH

复查时间间隔大于
$3

的患者

较小于
$3

的患者实变病灶增多#

XXJ

则较少(此

外#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患者的实变病灶同样明

显增多)

L&

*

&

图
8

!

不同分期新冠肺炎患者
LG

影像学特征

!!

P

$早期男性患者#

"&

岁#

GH

平扫显示右肺下叶后基底段磨玻璃影#内见穿行小血管影(

^

$进展期男性患者#

(*

岁#

GH

平扫显示肺中叶内

侧段及两下肺多发磨玻璃影伴小叶内间隔增厚#部分磨玻璃灶伴少量实变增多(

G

$重症期男性患者#

'"

岁#

GH

平扫显示两下肺弥漫性磨玻璃

影伴小叶内间隔增厚#呈+铺路石,样改变#内见充气支气管征(

I

'

B

$吸收期女性患者#

+$

岁#入院时
GH

!

I

"显示右肺上叶后段及左肺上叶舌

段'下叶背段斑片'磨玻璃灶伴小叶内间隔增厚影#

+3

后随访
GH

!

B

"可见实变明显吸收#表现为两肺上叶及左肺下叶背段片状磨玻璃影

$+L

!

GH

影像的临床诊断价值
!

作为传染性疾病#

病原学检查是确诊新冠肺炎的金标准#但实时荧光

定量
7G?

!

?H#7G?

"检测
,P?,#G/O#!

病毒总体阳

性率不高#其检出率受试剂盒灵敏度'实验操作'患

者病毒载量'临床样本类型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L"

*

&

有研究)

L)

*表明
GH

检查的灵敏性高于
?H#7G?

检

测&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第五版诊疗方案

中#对于疫情严重的湖北省#除疑似病例和确诊病

例外新增一条临床诊断病例#即疑似病例具有肺炎

影像学特征者)

L(

*

&对于此类患者#应及时收治入院

进行隔离治疗#后续再进行核酸检测#以改善患者

预后及防止疫情扩散&必须提醒肺炎影像学特征

不具有特异性'与不少其他病毒感染表现相似(目

前#湖北地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L*

*

#需行核酸检测

的积压患者均已检测完毕#且核酸检测能力提升可

实现快速检测排查&因此#

!"!"

年
!

月
&'

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六版"中已取消湖北省的临床诊断病例标准#统一

划分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确诊病例需有病原学证

据阳性结果)

&$

*

&由于有部分患者胸部影像学表现

正常)

&*

*

#且
GH

检查过程中同样存在交叉感染问

题#

?H#7G?

检测和
GH

检查各有优劣&因此#胸部

GH

检查可作为当前新冠肺炎的主要筛查和辅助诊

断手段#但不能代替核酸检测作为确诊标准&对于

新冠肺炎的确诊#应结合流行病学病史'临床表现'

影像学表现及实验室检查各方面资料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

,P?,#G/O#!

是一种能够引起人类

呼吸系统疾病的
#

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极强#目前

已影响到全球多个国家#早期诊断对阻断病毒传播

和临床治疗均有重要意义&

,P?,#G/O#!

致病的患

者早期临床表现较为隐匿#典型患者大多具有下呼

吸道感染症状#患者的影像学表现较具特征性#结

合临床病史有助于疑似患者的筛查和感染患者的

早期临床诊断&此外#包括智能技术的辅助诊疗平

台的开发'

GH

定量分析等影像新技术已经较成熟#

应进一步加强其在新冠肺炎诊断'疗效定量评估方

面的应用#辅助临床进行更加科学精准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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