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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康 防重症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焦雅辉表示，出现白肺之后，患

者会出现低氧血症（动脉血氧饱和度

低于 90%）或呼吸窘迫，需要及时进

行俯卧位通气和给氧治疗，加强原发

病的病因治疗，有相当部分的白肺患

者可以好转。

“症状不是很严重的话是可以

治愈的，较严重的白肺患者也可以

保住命，但是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

治疗。”龚子龙称。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呼吸监护室副主任医师张黎表示，

重症的白肺患者死亡率在 40%以

上 ，还 是 有 一 部 分 人 是 可 以 治 愈

的。但是要想让肺恢复到本来干干

净净的状态是比较难的，有些人会

留下肺部纤维化的问题。

新冠导致“白肺”的概率有多高？
医生点名4类危险人群

近日，关于“白肺”的话题频频在社交媒体刷屏，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带来一丝恐
慌。

有网友表示，部分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就诊时发现肺炎，甚至肺部CT出现“白肺”现
象，怀疑可能与感染了原始毒株有关。

哪些人更容易出现白肺？白肺能治愈吗？《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观点，教你第一
时间识别危险信号。

“白肺”是较严重肺炎的表现

12 月 27 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医

政司司长焦雅辉表示，现在出现的所

谓“白肺”与原始毒株和疫苗接种没

有关系，当前的流行优势毒株仍然是

奥密克戎毒株。

东 南 大 学 附 属 中 大 医 院 呼 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章锐锋介绍，

白肺不是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疾

病的一种影像学表现。我们的肺

是由肺泡组成的，正常情况下肺泡

里充满了空气，进行 CT 或 X 线检

查时，射线穿过肺泡，影像的表现

应该是黑色的区域。

但当肺泡里边出现炎症和感染，

有渗出液和炎性细胞时，肺泡就被这

些渗出液或炎性细胞填充，肺脏中的

气体含量减少，这样射线就穿不透，

在影像学上的表现就是出现了白色

区域，这个白色区域反映出来的是渗

出物的影像学表现，并不是说肺脏的

组织和实体变成了白色。

白肺并不是新冠特有的表现，很

多疾病都可能引起白肺，常见的有病

毒性肺炎，比如流感病毒、腺病毒、鼻

病毒，还有一些细菌感染，严重时也

可能出现白肺；此外，有一些非感染

性疾病也会导致白肺。

并不是只要肺部出现了炎症都

叫白肺，比较严重的肺炎表现才会出

现白肺。一般来讲，肺部的炎症比较

重、渗出液较多时，即白色的影像区

面积达到 70%~80%时，才在临床上

把它称为白肺。

章锐锋称，感染奥密克戎是有

可 能 发 展 到 白 肺 的 ，但 从 临 床 来

看，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白肺是少

部分病例，发生率并不高。出现白

肺的新冠感染者大部分属于危重

症病人，而绝大部分人是轻型或无

症状感染者。以下人群容易发展

成危重症，可能出现白肺，居家治

疗时需要密切监测：

高龄人群，年龄大于等于65岁；

长期居住在养老机构的；

没有接种过疫苗的；

有各种慢性基础疾病的人，包括

慢性肺病、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症、

肿瘤病人，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

需要定期透析治疗的人群。

武汉市第五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子龙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就我接触下来，大

部分新冠患者都为轻症，重症多发

于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

我一天看大概 150 个病人，白肺患

者大概只有两三例。最近我观察认

为，新冠病毒不仅会入侵人体上呼

吸道，对下呼吸道似乎也会造成影

响，造成白肺现象。相对来讲，对年

轻人的影响还是较小的，有基础疾病

的患者，尤其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炎、

结构性肺病、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

的患者，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部主任医师解立新称，白

肺是一种“欺软怕硬”的病症，免疫功

能正常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很难出

现白肺。如果在流感季节出现咳嗽

等呼吸道不适的症状，要注意休息，

调整饮食，让自己的症状尽快恢复。

如果 3~5 天后出现高热，且症状越来

越重就要及时就诊。

哪些人更容易出现“白肺”？

“白肺”可以治愈吗？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

说，根据实时动态监测，国内没有发现德

尔塔变异株在流行，也没有发现德尔塔

变异株与奥密克戎变异株重组。从 12 月

初至今，国内监测到 9 个流行的新冠病毒

亚分支，都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

从 12 月初至今，中国疾控中心通过

抽样调查，完成了 1142 个病例的全基因

组 测 序 ，发 现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亚 分 支

BA.5.2 和 BF.7 占全国流行的绝对优势，

两者合计超过 80%。此外，还有 7 个奥密

克戎变异株亚分支也在流行。

许文波介绍，这些亚分支中没有发现

特征性的基因组突变，都是境外输入而

来。12 月共发现 31 个奥密克戎变异株亚

分支输入国内，其中也包括正在国外加速

传播的BQ.1、XBB等亚分支。

如何第一时间识别危险信号？

出现白肺后，患者会出现低氧

血症或呼吸窘迫，所以监测血氧水

平、观察呼吸状态以及前后症状的

变化等，有助帮我们在居家治疗时

及早识别异常。

监测血氧水平
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和老年人，

家中应该常备一个血氧仪，及时监

测 氧 饱 和 度 ；居 委 会 也 可 以 给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派送简易的血氧

仪，以便监测高危人群感染新冠后

是否出现重症。

指尖脉搏血氧仪简单无创，适合

居家自用，测量时要处于平静状态：

一 般 在 自 主 呼 吸 情 况 下 ，如

果 血 氧 饱 和 度 低 于 95% ，或 在 轻

微 活 动 后 ，比 如 走 路 10 米 ，出 现

血 氧 饱 和 度 下 降 ，也 是 身 体 临 界

缺氧的表现；

一旦发现静息状态下的血氧饱

和度低于93%，应及时就医。

观察呼吸状态
鉴于目前血氧仪供不应求，大家

也可以通过监测呼吸频率变化来辅

助识别是否可能有重症危险。

在安静状态下，健康成人呼吸频

率为每分钟12~20次；儿童较成年人

呼吸频率更快，1~3 岁儿童为每分钟

25~30 次，4~7 岁儿童为每分钟 20~

25次。

如果呼吸频率明显加快，增加幅

度超每分钟 10 次，就提示要特别关

注，最好监测一下血氧情况。

具 体 方 法 ：休 息 状 态 下 ，一 分

钟内数一下患者的呼吸次数，如果

超过 30 次要多警惕。如果呼吸频

次看不清楚，也可以根据胸廓活动

的频次来数。

关注症状变化
比如，患者胸闷气喘的情况有

没有加重；跟之前的状态相比，如

果出现了胸痛，都要考虑情况可能

在加重。

此外，还可以观察患者的心率和

脉搏，脉搏正常是每分钟 60～100

次，高于100也要警惕。

白肺是较为严重肺炎的表现，一

般很少出现，大家不必紧张，要加强

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人群的健康

监测，当他们发生感染尤其是出现呼

吸困难时，一定要及时就诊。
来源：人民日报、环球时报

生命时报、健康中国

本报讯（融媒记者 徐敏） 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市民如何更新新冠病毒防

控知识库？如何提升个人健康素养、做

好健康第一责任人？12 月 29 日晚，市文

明办、市防控办通过“掌上永康”，联合发

布了《永康市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实用指

南》（以下简称《实用指南》）。

该《实用指南》共分 8 个篇章，结合大

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分别从正确认知、基

层防护、家庭防护、疫苗接种、重点人群

（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抗原检测、日常

防护和附表 8 个方面对新冠病毒感染防

控进行了全面、详细地说明和解读。市

民只要有该册在手，相关防控超全指南

就可以迅速掌握。

“身边的不少亲朋好友都阳了，我担

心自己早晚也会中招。原本，我还焦虑

中招后会不会影响肚子里的宝宝，还好

有这本实用的手册，里面针对孕妇感染

后怎么应对都有详细介绍，我也终于不

用再盲目担心了。”市民金女士连连表示

这是非常受用的“及时雨”。

这个冬天，注定是让人难忘的。在新

冠病毒的攻击下，不少人进入“羊群”。有

部分人虽然没有中招，但却比阳过的人更

加焦虑、不安，总是紧张兮兮，只要自己有

点咽痛、咳嗽就以为自己阳了，得了“幻阳

症”。有部分人阳过之后，总担心自己会

再次感染，成为“王重阳”。

在此，本报提醒广大市民，新冠病毒

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外出

时一定要佩戴口罩、不聚集，不扎堆，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

惯，最大程度减少感染风险，做好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

《永康市新冠病毒
感染防控实用指
南》成“及时雨”

国内是否有德尔塔
变异株流行？

专家回应
没有发现

扫一扫
看实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