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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Ｈ１Ｎ１流感肺部并发症的影像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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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前减少；ｃ）同期 ＨＲＣＴ显示双肺均可见磨玻璃影；ｄ）ＨＲＣＴ示双下肺密度增高，提示并发细菌感染。

图１　Ｈ１Ｎ１患者胸部平片病程观察。

ａ）Ｘ线平片示双下肺及肺门周围渗出性

病变；ｂ）３天后复查胸片示左肺野密度

增高；ｃ）６天后复查示左侧肺野密度增

高；ｄ）１１天后复查胸片示双肺可见斑片

影，残存的肺纤维化可能会长期存在。

图２　重症 Ｈ１Ｎ１。ａ）胸片示左肺大片

密度增高影；ｂ）３天后复查胸片示病变

　　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俗称“猪流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

主要通过空气传播，是Ａ型流感病毒的 Ｈ１Ｎ１亚型。据世界卫

生组织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通报，自２００９年４月以来全球２０７个国家

和地区报告经实验室检查确诊的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病例６２２４８２

例，死亡７８２６例。ＷＨＯ在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１日正式宣布把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警戒级别升至６级。

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病毒感染人体后潜伏期通常为１～７ｄ，发

病后典型症状表现为发热、咳嗽、喉痛、寒战、头痛、呼吸急促、

肌肉及关节疼痛、乏力及腹泻等。成人患者病程通常为１～７ｄ，

大多数患者症状较轻，部分患者症状较为严重，可并发呼吸功

能障碍甚至最终导致死亡。慢性心肺功能不全、代谢疾病及免

疫功能障碍患者较易发生上述严重并发症。据统计，重症患者

多在入院２４ｈ内需要使用呼吸机。对５３例甲型 Ｈ１Ｎ１死亡患

儿的研究显示，约３２％的患儿有普通金葡菌及耐甲氧西林金葡

菌的重叠感染。流行病学资料显示，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好发于中

青年患者，而普通流感则好发于儿童和老年人。

实验室检查显示，血淋巴细胞数增高，血小板减少，乳酸脱

氢酶和肌酸激酶升高。通过咽拭子实验或对下呼吸道采集到

的分泌物进行ＰＣＲ实验，有时可能对 Ｈ１Ｎ１病毒进行定性检

测。

ＲｏｂｅｒｔＫｏｃｈ研究所推荐对甲流患者主要采用对症疗法，

必要时使用抗生素治疗并发的感染。对于高危患者在发病４８ｈ

内推荐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奥塞米韦和扎那米韦）。迄今

的研究数据显示，Ｍ２蛋白抑制剂如金刚烷胺类药物对甲流病

毒无效。较为有效的措施就是进行预防接种，特别是从事卫生

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员、患有某些原发疾病的患者以及孕

产妇应优先接种。

据现有的一些个案报道，甲流肺部并发症的影像学表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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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病灶融合。　图５　Ｈ１Ｎ１确诊患者。ａ）ＨＲＣＴ显示肺门周围散在磨玻璃影及斑片影；ｂ）２天后复查平片显示肺纹理增

粗，舌叶可见斑片影；ｃ）９天后复查胸片示左下肺病变吸收，右中下叶出现病变；ｄ）ＨＲＣＴ示左下肺病变吸收，右中下肺渗出

性病变；ｅ）１１天后复查胸片示病情恢复缓慢。

图３　Ｈ１Ｎ１确诊患者。ａ）ＣＴ示左上叶

肺段实变，周围可见磨玻璃影，以间质渗

出占优势；ｂ）左下叶小斑片状密度增高

影，少量胸腔积液。　图４　Ｈ１Ｎ１确诊

患者。ａ）ＨＲＣＴ示双上肺多发斑片及磨

玻璃影，部分病灶融合；ｂ）ＨＲＣＴ示双

下肺多发斑片状影；ｃ）ＨＲＣＴ示双肺多

发斑片状影及实变影，可见支气管气象；

ｄ）ＨＲＣＴ示双中下肺多发斑片状影，部

样，可表现为单侧或双侧、局灶或多发的磨玻璃样改变、肺实变

或肺间质病变（图１～５）。通常表现为肺内多发磨玻璃影及斑

片影沿支气管血管束分布或位于胸膜下。磨玻璃影表现是由

于毛细血管充血导致的肺泡内渗出增多。另外，肺内还可见到

由于小叶间隔增厚所形成的线样及网格样表现，网格样表现和

磨玻璃影通常均见于病毒性肺炎，但非特征性表现。本病需要

与其它病毒性肺炎以及支原体、衣原体和军团菌感染相鉴别。

目前研究显示，Ｈ１Ｎ１肺炎很难见到普通流感肺炎的小叶中心

结节样变和“树芽征”。由于 Ｈ１Ｎ１病毒的毒力较强，在细胞毒

素的诱导下表现为局灶性或弥漫性的肺泡损害，这与传统感染

所导致的支气管炎有较大区别。另外，由于这种肺炎浸润活性

较高病变变化较快。当 Ｈ１Ｎ１肺炎合并细菌感染时，表现为小

叶、肺段或肺叶的实变，实变病变周围可见磨玻璃影。

有些非典型的 Ｈ１Ｎ１肺炎可发生肺门及纵膈淋巴结肿大。

这种新型的肺炎随病程发展影像学表现多种多样，可表现为磨

玻璃影及小叶和肺段实变，早期表现和普通病毒性肺炎相似，

当合并感染时影像学表现也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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