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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感样病例是一组主要由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具有发热并咳嗽或咽痛的疾病%是全球各国监测

的疾病' 流感样病例病原学以流感病毒为主%特别是流感流行季节和暴发性疫情的病例' 流感病毒感染与其

他呼吸道病毒感染导致的流感样病例临床表现略有差异' 流行病学和临床表现是诊断和鉴别诊断流感与其

他病毒感染的线索%但病原学确诊有赖于病毒核酸检测'

..!关键词".流感$.流感样病例$.病毒$.流行病学$.诊断

..!中图分类号".@*##A-.!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9 B%&'$#('(($'# B''(( B'-

..C>2%#'<%?$?DE<2;;5<#$-9 B%&'$<('((<'#<'*

!"#$%&#'(')* +,$$#+),'-#-'.#,.(/%,0+1(#2%#((,%--3!"#$%&'(&)*+,-./)012.*13456723*)08)*9 :0&1&;)7:)0.

<.9&;&*.% -./)012.*134"*4.;1&36=-&=.)=.% >6)*+?&@;)9.2834<.9&;)7A;&.*;.=B1%.5.3/7.C=D3=/&1)734>6)*+?&

$%6)*+ @613*3236=E.+&3*% #)**&*+ *%''(#% :%&*)

..(45-67+86).F5G3HI561+32JI2335I;;"FKF# 2;18L>HM >GLI;M2L1N>LOP2LH;I;25GI=NIC C2;I1;I;Q72=7 MLI;I5NGIPIL

25 =>0R251N2>5 Q2N7 =>H87 >L;>LIN7L>1N<FKF2;H;H133OH5CIL;HLPI23315=IL>H5C N7IQ>L3C<F5G3HI561P2LH;2;N7I0>;N

=>00>5 M1N7>8I5;>GFKF;% I;MI=2133OCHL25825G3HI561;I1;>5 15C M15CI02=<S7I=3252=130152GI;N1N2>5;>GFKF=1H;IC

RO25G3HI561P2LH;25GI=N2>5 1LI;3287N3OC2GGILI5NGL>0N7>;I=1H;IC RO>N7ILLI;M2L1N>LOP2LH;I;</M2CI02>3>8O15C =3252=13

G25C258;1LIN7I=3HI;G>LN7IC2185>;2;15C C2GGILI5N213C2185>;2;>G25G3HI56115C >N7ILP2L1325GI=N2>5;% RHNN7IM1N7>+

8I52=C2185>;2;CIMI5C;>5 N7ICINI=N2>5 >GP2L135H=3I2=1=2C<

..(9%* :'7$-).F5G3HI561$.F5G3HI561+32JI2335I;;"FKF#$.T2LH;$./M2CI02>3>8O$.U2185>;2;

..流行性感冒"25G3HI561%简称流感#仍是威胁人

类健康的重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除了 #?#& 年全球

暴发流行的西班牙流感%近半个世纪以来仍发生了

数次具有一定规模的流感暴发流行' 我国大陆地区

(''' 年以来也数次发生流感暴发疫情(#+()

' 流感抗

病毒治疗效果与早期正确诊断治疗有关(%+9)

' 发热*

咳嗽*咽痛和肌肉D关节酸痛是流感的常见症状(*+$)

%

但不是流感的特有症状' 一些呼吸道病毒感染也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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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现为流感样症状(-)

%包括 ('(' 年以来全世界暴

发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L>51P2LH;C2;I1;I('#?%

VZTFU+#?#%其病情较轻的患者临床表现(&)也与流

感样病例相似' 为了更早警示流感可能性%及时采

取合理的干预措施防止流感扩散%临床表现类似流

感的流感样病例往往需要积极监控和诊断' 随着流

感暴发流行频次增多%流感和流感样表现的新发呼

吸道传染病暴发流行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造成巨

大威胁%各国政府和医疗卫生机构都非常重视流感

样病例的流行病学研究和监测'

;3流感样病例的定义和流行病学

;<;3流感样病例的定义3国内外流感样病例的定

义略有不同' 世界卫生组织"[>L3C \I13N7 ZL815261+

N2>5%[\Z#对流感样病例的定义是突然发热%体温]

%& ^%伴有咳嗽或者咽痛且无法明确诊断的病例(?)

'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流感样病例定义为体温
!

#''

!

"%-A& ^#%咳嗽或咽痛%无流感之外的其他已

知病因(#')

' 我国卫生健康委疾控司颁布的流感样

病例定义为+发热"体温
!

%& ^#%伴咳嗽或咽痛之

一者,

(##)

' 上述流感样病例的定义只有体温值非常

微小的差别%症状构成并没有不同' 流感样病例指

发热患者具有流感样临床表现的一组疾病%而不是

一种具体疾病名称' 当然%流感样病例包括了流感'

;<=3流感样病例的流行病学3全球各地的流感样

病例流行病学特征相似%不同季节流感和流感样病例

发病率相差甚大' 西班牙卡斯特利翁市"V1;NI33_5#

卫生监测系统%(''? 年 ## 月当地\#X# 流感暴发高

峰期%9 周时间流感样病例发病率估算为当地人口

的 %A-`%* a#9岁人群占比最高(#()

' 西班牙如此之

高的流感发病率可能与当地短时间内流感暴发有

关' 更多的报道是研究流感和流感样病例占门诊就

诊患者的比例' 通过数据库抽样调查美国 $ 个州和

纽约市 (''? 年 #' 月至 ('#' 年 - 月各个层级医疗

机构门诊病例%各个季节流感样病例占比差异非常

大%流感样病例平均占门诊病例的 %A(`%但最高峰

周达到 #%`%最低峰周仅占 'A%`

(#%)

' 美国急诊科

流感样病例占比较高%%9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流

感季节%('#-年 (月和 ('#& 年 # 月急诊科流感样病

例占总急诊患者的比例分别为 #(A*`和 #$A%`

(#9)

'

YIC2=25IF5;287NC1N1;IN研究显示%**' 家全科医疗机

构 ('#*-('#- 年流感样病例占就诊人数比例非常

低%仅为 %A'b%& a?月"澳大利亚冬末春初#是流感

高峰季节(#*)

' 我国也非常重视流感样病例流行病学

研究' 早在 #?*&年就报道过抗日战争时期从南京迁

移到我国西南地区 !5=7H5 镇*独立军营居住的中

国军医学院内发生的一起流感样暴发流行事件(#$)

'

('#'年珠海市人民医院门诊流感样病例 % -9- 例%占

门诊患者人数的#A##`

(#-)

%与北京市 ('#*-('(' 年

二级及以上 (% 家流感监测哨点医院门诊流感样病

例占同期门诊病例的 #A*&`

(#&)非常接近' 绝大部

分年份的 ## 月a# 月(#&)或冬春季是流感发病高峰

季节(#?+(')

%也是流感样病例高发季节((#)

'

;<>3流感样病例的病原学3流感流行季节%流感病

毒是流感样病例的最主要病原体' 法国 $所大学医

院三个流感流行季节监测连续性流感样病例 # 9*(例%

*9`患者检测至少一种呼吸道病毒阳性%其中流感病

毒最高达 %?`%呼吸道合胞病毒为 9`

((()

' 墨西哥

('#%-('#9年流感季节 (%% 例成人流感样病例住院

患者%经检测呼吸道病毒%结果显示流感病毒阳性率

为 9(A*`

((%)

' 罗马尼亚的研究显示%('#$-('#- 年

和 ('#--('#& 年两个流感流行季节流感样病例检

测流感病毒阳性率分别为 9%`和 *#A$`

((9+(*)

' 上

述研究(((+(*)中流感样病例病原体以流感病毒为主%

且构成比接近%可能与其纳入病例时间均处于流感

流行季节有关'

非流感流行季节%流感样病例的首位病原体并

不一定是流感病毒' 一项('#'年9月至('##年9月

包括非流感季节*含儿童患者在内的 # '$* 例流感样

病例监测研究显示%$-& 例"$9`#确诊一种或以上病

原体感染%共分离出 &(#种病原体%#(*例"##A?`#为

混合感染(($)

' 在这 &(# 种病原体构成中%占比最高

的是鼻病毒"(*A%`#%次之是流感病毒"(9A'`#%

其他病原体包括冠状病毒"#9A9`#*呼吸道合胞病

毒"#'A%`#*偏肺病毒"?A*`#和腺病毒"?A'`#

等(($)

' #%& 个哨点医疗机构连续观测 * 个流感季

节%共收集 9 *&9 例流感样病例%经检测流感病毒抗

原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LIPIL;INL15;=L2MN2>5 M>3O+

0IL1;I=7125 LI1=N2>5%@S+cV@#检测流感病毒%检出

率为 $9`%而流感季节前后的病例检测流感病毒阳

性率只有 (*`

((-)

' 同一地区流感季节与非流感季

节流感病毒检出率差异如此之大%说明流感季节与

非流感季节流感样病例的呼吸道病毒构成比不同'

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病原学构成以流感病毒为

主要病原体' 我国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感监

测数据多数以暴发疫情数量统计流感病毒占比' 根

据 ('##-('#& 年广州市+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报告的流感样

病例暴发疫情资料%9(% 起暴发疫情中乙型流感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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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9?A9#`#*甲型流感病毒\#X#"MC0'?#亚型

-%起"#-A($`#和甲型流感病毒 \%X( 亚型 -( 起

"#-A'(`#%但每年优势毒株不一(#?)

' 源于+中国流

感监测信息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我国 ('#--('#&年多地暴发的流感样病例

( %?&起 &- '&9 例%确诊为流感 &* *%# 例"?&A(`#%

其中乙型流感病毒 # *'*起"$(A-$`#%占比最高((')

'

由于上述报道(#?+(')是流感监测网的暴发疫情%不一

定能够真实反映门诊流感样病例的病原体构成' 北

京市近年流感监测哨点医院门诊流感样病例送检样

本中%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率为 #$A%(`

(#&)

%略低于美

国门诊流感样病例鼻拭子或鼻咽拭子流感病毒抗原

阳性率"(%`#

(#%)

'

流感病毒也是我国医院门诊流感样病例的首位

病原体' 针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东方医院和上海

周浦医院发热门诊未经抗病毒治疗的 # ?-' 例流感

样病例%送检 #( 种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病毒检出

率为 %(A9`%其中流感病毒 %?% 例占 #?A?`"甲型

流感病毒 ##A-`%乙型流感病毒 &A(`#%(9* 例其

他病毒检出率 ]#`的病毒是鼻病毒"%A#`#*腺病

毒"(A-`#*冠状病毒"(A$`#*副流感病毒"(A9`#

和呼吸道合胞病毒"(A%`#

((#)

' 北京市门诊患者流

感样病例经咽拭子检测呼吸道病毒%占比前两位的

病原体是\%X( 亚型流感病毒和 \#X# 亚型流感病

毒%分别占 &A%&`和 9A*'`%其次是呼吸道合胞病

毒"%A9#`#和乙型流感病毒d10181N1系"%A'&`#

((&)

'

北京市的流感样病例病毒检出率和流感病毒构成均

低于上海市%可能与病例来源不同有关%上海市的病

例来源于发热门诊%流感样病例可能更多' 有研究

对珠海市人民医院门诊 ?(9 例流感样病例采样进行

病毒学检查%病毒检出率高达 99A9&`%绝大部分病

例是单一病毒感染%构成比前五位的病毒是季节性

乙型流感病毒"(#A?`#*呼吸道合胞病毒"#$A'$`#*

腺病毒"#9A##`#*季节性甲型流感病毒"#'A?*`#和

人类偏肺病毒"#'A9$`#$9( 例混合性两种病毒感染

病例中%以甲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

病毒最常见(#-)

' 对于青海省三家流感监测哨点医院

的 #*'例流感病毒核酸阴性的流感样病例%其他病毒

检出率为 (?A%%`%其中呼吸道合胞病毒为 #9A$-`%

腺病毒为 $`%鼻病毒和冠状病毒均为 %A%%`%混合

感染 % 例"(A''`#均含呼吸道合胞病毒((?)

' 我国

各地流感样病例的最主要病原体构成不同%除了地

域和研究对象差异之外%是否与研究时间不同有关尚

不清楚' 因为不同时间的流感优势毒株也不同((&)

'

我国上述研究比较相似的结果为!呼吸道合胞病毒

和腺病毒是流感样病例病原学构成中除流感病毒外

的主要病原体(#-%(#%(&+(?)

%尤多见于
"

9 岁儿童((?)

'

少数流感样病例为混合性感染' 除了呼吸道病

毒混合感染%呼吸道病毒也可以合并细菌感染' 合并

细菌感染最常见的是肺炎克雷伯菌*肺炎链球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分别占合并细菌感染病例的 (-A?`*

(*A?`和 #?A-`

(%')

' 也有报道显示%呼吸道病毒性肺

炎合并细菌感染较常见的有肺炎链球菌"&'A-'`#*流

感嗜血杆菌"&A--`#和金黄色葡萄球菌"-A'#`#

(%#)

'

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严重流感病毒肺炎合并细菌感

染病原体构成则以肺炎链球菌"%(A#`#*甲氧西林敏

感金黄色葡萄球菌"(?A'`#和流感嗜血杆菌"##A#`#

常见(%()

'

肺炎支原体也是流感样病例的病原体' 有两项

研究报道显示%肺炎支原体占流感样病例的 #A(` a

(A'#`

(($%(&)

' 虽然肺炎支原体感染所占比例非常

小%但也说明感染性流感样病例并不全部由病毒感

染所致'

极个别流感样病例可以是非感染所致' 抗结核

药异烟肼和利福平均可导致发热*咳嗽和关节痛等

流感样表现%药物治疗后 # a% 周发病(%%+%9)

' 由于

药物性流感样病例少见%往往很难识别%从而导致误

诊误治'

;<?3流感样病例与VZTFU+#?.VZTFU+#? 疫情对流

感样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可能有所影响' 上海交通

大学仁济医院流感样病例的住院患者在VZTFU+#?疫

情期间送检病毒学检查的标本数量显著增多%但流感

病毒和呼吸道病毒检出率"$A?'`#远低于VZTFU+#?

疫情前的两个流感季节"分别为 #&A&&`和 (9A'*`#%

但流感季节的病毒构成顺位没有变化%即流感病毒占

比最高%其他病毒依次是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和

人偏肺病毒等(%*)

' VZTFU+#? 疫情期间患者呼吸道

病毒检出率降低可能与政府采取的强有力防控措施和

居民防护意识提高有关' 与我国的研究结果不同%意

大利伦巴第州"K>0R1LCO#的一项研究发现VZTFU+#?

疫情期间流感样病例占当地人口比例峰值只是较

('#--('#&年和 ('#&-('#?年流感季节略为降低(%$)

'

('#?-('(' 年流感季节流感样病例的流行曲线与

('#--('#&年和 ('#&-('#? 年流感季节相同%('#?-

('(' 年流感季节的流感样病例报告例数增多的时

间与当地VZTFU+#?病例数增多的时间吻合%认为监

测流感样病例有利于发现更多的VZTFU+#? 病例(%$)

'

VZTFU+#? 临床表现发热*咳嗽和咽痛等(%-)与流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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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病例相似%如果流行病学史采集困难%仅凭临床表

现很难鉴别诊断' 此外%流感病毒可以合并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 年初武汉 VZTFU+#? 疫情暴发期

间%(#% 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同时血清甲型流感病

毒抗体免疫球蛋白 Y"200H5>83>RH325 Y%F8Y#阳性

病例占 9*A*9`

(%&)

' VZTFU+#? 疫情期间应重视流

感样病例呼吸道标本送检病毒学检查'

=3流感样病例的临床表现

如前所述%流感样病例是一组类似流感样表现

的疾病' 因此%流感样病例临床表现多样'

=<;3流感和流感样病例症状3不同地区的报道流

感患者的症状发生率不一' 较早临床报道%(* 例小

样本 \#X# 流感病例%常见症状包括发热"#''`#*

咳嗽"&'`#*乏力"&9`#*鼻塞"$'`#和头昏"$'`#%

肌肉酸痛"%(`#和头痛"('`#并不太常见(%?)

' 上

海发热门诊流感患者症状除了发热之外%其他症状

为乏力"-'A$`#*头痛"$?A&`#*咳嗽"$9A&`#*流

涕"$9A-`#和咽痛"$#A-`#

((#)

' 广州急诊科 ?' 例

流感患者都有不同程度发热%其他症状包括咳嗽

"$$A$-`#*肌痛"*'A''`#*咽痛"99A99`#和头痛

"%(A((`#%乏力"#9A99`#较少见($)

' 回顾性研究

泰国住院成人流感患者症状发生率高%常见症状顺

序为咳嗽"?$A'`#*发热"&-A$`#*咳痰"&*A%`#*

呼吸困难"&%A9`#*肌痛"$?A?`#*咽痛"$%A9`#*

流涕"$%A%`#%少见症状包括恶心D呕吐"($A&`#*

神志改变"(9A#`#和腹泻"#-A'`#

(*)

' 德国急诊

科确诊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患者最常见症状是咳嗽

"&%`#%次之为发热"$#`#*头痛D肌痛"%#`#和咳

痰"($`#

(9')

' 年轻流感患者症状多%老年流感患者

症状少%少数老年流感患者甚至没有发热*咳嗽和头

痛D肌痛中的任何一项症状' 咳嗽*发热D寒战*头痛D

肌痛三种症状%e9'岁组平均 (A- 种症状%

!

$' 岁组

患者则只有 #A$ 种症状$ e9' 岁组患者中有两种和

三种症状者分别为 %'`和 -'`%而
!

$' 岁的流感

患者无症状*一种症状的患者分别为 -A9`和 %$`%

具有三种症状者只有 #*`

(9')

' 部分文献报道流感

患者症状较少的原因可能与患者就诊时间较晚有

关' 在Y>71001C等(9')的研究对象中%流感患者到

急诊科就诊前%三种症状中的两种症状平均病程达

到了 *A( C' 重症流感患者发热和咳嗽则很常见%

('##-('#& 年重症流感患者 &&A?` a?9A#`发热*

&%A9` a&*A*`咳嗽(9#)

'

=<=3流感病毒感染与其他病毒感染所致流感样病

例症状比较3根据流感样病例定义内容%流感样病

例是一组具有相似临床表现和不同病原体感染的疾

病' 呼吸道合胞病毒是流感样病例中除了流感病毒

之外最常见的病原体' V7H1O=7>>等(*)对住院患者进

行的研究结果显示%流感病毒感染组发热"&-A$` P;

-*A?`#*咽痛"$%A9` P;%$A-`#*肌痛"$?A?` P;

%(A-`#*恶心D呕吐"($A&` P;#*A*`#等症状高

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组%咳嗽*流涕*神志改变和

腹泻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性' 虽然有报道流感病毒

感染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患者临床表现有差异

性%但更多的报道是两种病毒感染患者之间临床表

现差异甚小或无差异' !HP25I5 等(-)对呼吸道感染

住院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流感病毒感染组

只有体温
!

%& ^比例"?#`#高于呼吸道合胞病毒

感染组"-(`#%两组间全身不适*头痛*肌痛*咳嗽*

咽痛*呼吸困难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另一项前瞻

性研究中%# 9?( 例成人流感样病例流感病毒感染与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人类偏肺病毒感染比较%呼吸

道合胞病毒感染者鼻塞和呼吸困难高于流感病毒感

染者"分别为 9'A(` P;('A(`*$-A9` P;(#A$`#%

流感病毒感染组肌痛"9#A&`#高于其他两组"($A#`*

#?A&`#%但是体温 ]%& ^*流涕*咽痛*咳嗽*咳痰

和胸痛等比例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可见%

流感病毒感染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流感样病例的

症状比较没有显著差异'

流感病毒与其他病毒感染所致流感样病例的症

状有所差别' 有研究发现%流感病毒感染患者症状

较多' 在 $#$ 例流感病毒阳性与 # -'( 例流感病毒

阴性流感样病例的症状比较中发现%流感病毒阳性

组发热*咽痛*咳嗽*头痛*肌痛以及呕吐*腹泻的发

生率都高于流感病毒阴性组患者%但流感病毒阴性

组鼻症状发生率略高(9()

' 也有研究发现%流感病毒

感染常见症状如肌痛*咽痛等发生率并不高于非流

感病毒所致的流感样病例' \#X# 流感病毒阳性组

和流感病毒阴性组比较%流感病毒阳性组发热*咳

嗽*鼻炎表现*乏力*喘息症状发生率高于流感病毒

阴性组%但是呼吸困难*肌痛*头痛*咽痛*恶心D呕吐

和腹泻症状发生率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9%)

' 上述

两项研究(9(+9%)都是比较流感病毒检测阳性与阴性

病例两组的症状%不一定能够代表其他呼吸道病毒

感染的流感样病例临床表现' 上海市的一项研究比

较了流感病毒与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的症状发

生率%流感病毒感染者咳嗽"&#A9`#*咽痛"*9A*`#*

流涕"*'A?`#*乏力"9#A'`#和头痛"%*A9`#%其

他病毒感染者分别是 -#A'`**9A%`*99A*`*$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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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

((#)

' 由于该项研究的统计分析包括了病

毒检测阴性组%只做了三组间症状比较%未做流感与

非流感病毒感染组之间的统计学分析%无法了解流

感病毒感染与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的临床表现差异

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3流感样病例外周血白细胞变化3流感患者外

周血白细胞总数和淋巴细胞计数往往正常($)

%也有

文献(*)报道流感病毒感染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的患者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均正常且两组间比较无差

异性%流感病毒感染者"*#A(`#淋巴细胞计数减

少%高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者"%9A$`#' 大多数

重症流感患者"*$A#` a*?A#`#淋巴细胞百分率

降低%分别有 (9A(` a(?A$`和 #*A?` a$*A'`患

者白细胞总数*血小板计数减少(9#)

'

各种呼吸道病毒感染所致流感样病毒外周血白

细胞及分类表现相似' fH 等((#)报道流感样病例流

感病毒感染*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和病毒检测阴性

病例%外周血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比例和淋巴细

胞比例三组间无差异性' \>I5283等(9%)的研究结果

相似%流感样病例流感病毒阳性组和阴性组白细胞总

数中位数均正常%但流感病毒阳性组总数"$A-9 g

#'

?

DK#低于流感病毒阴性组"?A&& g#'

?

DK#%中性粒细

胞和淋巴细胞百分率均正常且无差异性' V7I5 等(%')

也报道%白细胞总数低于正常值的患者比例在流感

病毒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和人类偏肺病毒感

染的流感样病例三组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但淋巴

细胞计数e'A* g#'

?

DK的患者比例流感组"(?A*`#

高于合胞病毒组"#$A%`#和偏肺病毒组"#%A$`#'

流感病毒感染与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流感样病例外

周血白细胞改变相似'

=<?3流感样病例并发肺炎3流感病毒感染并发肺

炎比例各项研究差异甚大' 急诊科 ((`流感患者

并发肺炎(9')

' 流感样病例研究中%-&A'`流感病毒

感染者并发肺炎%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者"-'A#`#

无显著差异(*)

' 也有研究报道%流感样病例中%流

感病毒检测阳性组 #?`并发肺炎%低于流感病毒检

测阴性组"%#`#

(9%)

'

>3流感样病例的诊断

><;3流感样病例临床诊断3流行病学资料是诊断

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依据' 传染性疾病的临床特征

之一是具有传染源' 流感的传染源是流感患者和感

染流感病毒的禽类%详细采集病史%往往能够发现传

染源和密切接触史%及时诊断流感样病例中的流感'

流感季节流感样病例病因构成以流感病毒为首位病

原体(((+(*)

%特别是暴发性疫情的流感样病例中%流感

病毒占比更高(#?+(')

' 流感季节和聚集性发病的流感

样病例%需要特别关注流感等传染性疾病' 但流感流

行季节的流感样病例并非都是流感病毒感染(((+(*)

%

即使是暴发性疫情的病例也是如此(#?+(')

' 流感样病

例的临床诊断不能过分依赖流行病学史'

临床表现往往是诊断疾病的线索' 流感样病例

临床表现类似%尽管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流感与非流

感病例之间临床表现差异不大%但也有研究发现症

状对于诊断和鉴别诊断流感样病例病原体有一定的

提示意义(*%-%%')

' 咳嗽多见于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和人偏肺病毒感染%头痛和结膜炎多见于流感

病毒感染%流涕主要见于鼻病毒感染%呼吸困难多见

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呼吸困难伴有咳嗽仅见于

* 岁以下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患者没有呼吸困难

提示流感病毒感染%没有头痛提示呼吸道合胞病毒

和人偏肺病毒感染(99)

' !3+Y17LI62等(9()研究发现%

体温
!

%-A& ^*咽痛*肌痛和腹泻提示流感诊断' 流

感流行季节%流感样表现的患者体温
!

%-A& ^加上

头痛*肌痛*咽痛和咳嗽中的两种或以上症状者%诊

断流感的准确率达到 --`

(9*)

' 这些研究都是观察

流感流行季节的病例%不一定适合非流感季节的病

例诊断%临床应用时需要注意'

><=3流感样病例确诊技术3病原学检查是感染性

疾病的确诊依据' 病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无法

自身完成代谢和复制%必须活体组织培养' 因此%病

毒培养极少用于临床诊断流感样病例' 流感病毒属

于@X!病毒%临床上往往采用@S+cV@检测病毒核

酸(#?%((+(*%(-)

%也可以快速检测流感病毒抗原(#%%(-%9$)

' 其

他呼吸道病毒都是采用核酸检测确诊%不同的研究采

用不同的cV@检测方法(*%#-%(#%(?%9*)

' 随着基因技术的

发展%宏基因二代测序"0IN18I5>02=;5IhN+8I5IL1N2>5

;I4HI5=258%0Xi)#已经越来越多应用于感染性疾病

的病原学检查%特别是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学检查'

?3小结

流感样病例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组病例%绝大部

分是呼吸道病毒感染所致' 流感季节的流感样病例

以流感病毒感染最常见%非流感季节则以非流感病

毒占比更高' 流感样病例临床表现相似%但不同病

毒感染的患者症状发生率有一定的差异性' 临床症

状组合可能有助于鉴别流感病毒感染与非流感病毒

感染%但是病原学确诊往往依赖于流感病毒抗原检

测和不同病毒类型的核酸检测' 在 VZTFU+#? 疫情

常态化管理态势下%发热门诊和急诊科医师尤其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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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流感样病例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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