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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延与非迁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气道黏膜损害特点的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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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迁延与非迁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气道黏膜损害的形态学特点，以期为临床判断预后和制定

综合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收集2006年6月至2007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为肺
炎支原体肺炎，并于急性期行支气管镜检查的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依据迁延性肺炎定义分为迁延性肺炎支原体

肺炎（迁延）组（病程≥1个月）和非迁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非迁延）组（病程<1个月）。分析两组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征、支气管镜所见气道黏膜损害以及治疗和预后情况。结果 研究期间144例（男61例，女83例）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进入分析，年龄2～15岁。迁延组36例，非迁延组108例。胸部X线检查显示所有患儿均有

单侧或双侧的肺实变。迁延组伴肺不张或含气不良25/36例（69%）, 非迁延组为48/108例(44%)；迁延组伴

胸腔积液或胸膜增厚14/36例（39％），非迁延组为24/108例（22％）。两组均可见气道黏膜滤泡样增生、粗
糙、充血、肿胀、纵行皱褶和黏液性分泌物增多等，但程度和范围以迁延组为著；气道黏膜滤泡样增生和黏液性

分泌物增多发生率迁延组显著高于非迁延组(36/36例 vs 91/108例，35/36例 vs 89/108例；P均
<0.05）。支气管开口炎症性狭窄，黏液栓阻塞及段支气管通气不良发生率迁延组显著高于非迁延组（11/36例 

vs 10/108例，18/36例 vs 22/108例、24/36例 vs 44/108例；P均＜0.05)。气道黏膜糜烂（3例）、肉

芽组织增生（1例）、管腔闭塞（4例）和塑型性支气管炎（4例）等表现仅见于迁延组。结论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
儿气道黏膜损害特征性表现为黏膜滤泡样增生及黏液性分泌物增多，其持续存在表明气道黏膜炎症为活动性，提
示肺炎支原体感染或炎症反应控制不良；黏膜糜烂、肉芽组织增生、闭塞性支气管炎及塑型性支气管炎可能提示
病程迁延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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