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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辅助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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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摘暋要椵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棬斆斚斨斏斈灢棻椆棭是因感染棽棸棻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以肺部炎性病变为主的急性呼吸道感染

性疾病棳其传染性强棳潜伏期长暎目前确诊斆斚斨斏斈灢棻椆的金标准是核酸检测阳性棳而部分患者核酸检测结果呈假阴性棳且
需排查患者数量较大暎对于无症状患者及大量待筛查者棳影像学检查尤为重要暎本文围绕 斆斣 及超声检查辅助诊断

斆斚斨斏斈灢棻椆的要点及其优势和防护规范进行综述暎
椲关键词椵暋肺炎棳病毒性椈体层摄影术棳斬线计算机椈超声检查

椲中图分类号椵暋斠椂棾灡棻椈斠棿棿 暋椲文献标识码椵暋斄暋暋椲文章编号椵暋棻棸棸棾灢棾棽椄椆棬棽棸棽棸棭棸棾灢棸棿椂椄灢棸棾

暋暋棽棸棻椆年棻棽月棳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出现大批不明

原因肺炎患者棳经病毒分型检测感染为棽棸棻椆新型冠状

病毒棬棽棸棻椆旑旓旜斿旍斻旓旘旓旑斸旜旈旘旛旙棳棽棸棻椆灢旑斆旓斨棭所致肺炎棳
棽棸棽棸年棽月棽棻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其命名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棬斻旓旘旓旑斸旜旈旘旛旙斾旈旙斿斸旙斿棽棸棻椆棳斆斚斨斏斈灢
棻椆棭暎斆斚斨斏斈灢棻椆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棳斆斚斨斏斈灢
棻椆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纳入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暦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棳按甲类传染病管理暎
斆斚斨斏斈灢棻椆传染性极强棳经早期发现暍早期隔离和及时

干预暍积 极治疗棳可 有效降低 死亡率椲棻椵暎目前 确诊

斆斚斨斏斈灢棻椆的金标准是核酸检测阳性棳但存在假阴性

病例暎对于无症状患者及大量待筛查者棳影像学辅助

检查尤为重要暎本文围绕 斆斣 及超声检查辅助诊断

斆斚斨斏斈灢棻椆的要点及其优势和防护规范进行综述暎

暏椄椂棿暏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棽棸棽棸年第棾椂卷第棾期暋斆旇旈旑斒斖斿斾斏旐斸旂旈旑旂斣斿斻旇旑旓旍棳棽棸棽棸棳斨旓旍棾椂棳斘旓棾



图棻暋患者男棳椂岁棳重症期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暋斄棶斆斣示双肺弥漫性病变棳部分呈暟白肺暠表现椈斅棶超
声声像图示单侧中量胸腔积液

行综述暎
棻暋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流行病学特征

棽棸棻椆灢旑斆旓斨为斠斘斄病毒暎根据血清型和基因组

特点棳斠斘斄病毒分为毩暍毬暍毭和毮棿个属棳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
为感染毬属的一种棽棸棻椆灢旑斆旓斨 所致肺炎暎有资料椲棽椵

显示 该 病 毒 与 蝙 蝠 斢斄斠斢 样 冠 状 病 毒 棬斺斸旚灢斢斕灢
斆旓旜斱斆棿 棭同源性达椄 棩以上棳体外分离培养结果显

示人感染棽棸棻椆灢旑斆旓斨 后椆椂旇左右即可于呼吸道上皮

细胞内发现该病毒棳而于非洲绿猴肾细胞系和人肝癌

细胞系分离培养需约椂天暎棽棸棻椆灢旑斆旓斨对紫外线和热

敏感棳椂曟棾棸旐旈旑暍乙醚暍椃 棩乙醇暍含氯消毒剂暍过氧

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棳而氯己定不

能有效杀灭椲棽椵暎据中国多家机构合作研究报道椲棾椵棳
初入院的棿棻例 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患者多数棬椂椄灡棾棩棭有武

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棳而部分患者无与该市场接

触史棳国外有学者认为海鲜市场并非棽棸棻椆灢旑斆旓斨 的唯

一来源暎目前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以家庭聚集性和社区聚集

性发病为主棳并出现了部分医务人员感染暎
棽暋影像学辅助诊断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

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的临床症状主要为发热棳伴干咳和

乏力等棳逐渐出现气短暍呼吸困难椈部分患者以消化系

统症状为首发表现棳如轻度食欲缺乏暍恶心呕吐及腹泻

等椈重症者可出现严重并发症棳如感染性心内膜炎暍肾
功能衰竭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暎

棽棸棻椆灢旑斆旓斨核酸检测的特异性较高棳咽拭子核酸

检测结果阳性者可确诊 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棳但临床需排查

患者数量大棳且部分患者有病源地接触史和明确影像

学表现棳而核酸检测结果仍为阴性暎对于无症状患者

及筛查带排者棳影像学检查具有重要作用暎
棽灡棻暋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暋斆斣表现 栙早期表现椇病变局限棳
呈斑片状暍亚段或节段性分布为主棳多分布于肺野外周

及胸膜下棳一般不累及整个肺段椈以不规则形和扇形多

见棳可呈片状或类圆形椈病灶密度

不均棳常为局限性小斑片或大片

状磨玻璃影棳其内可见增粗血管

及厚壁支气管穿行椈可伴局部小

叶间隔网格状增厚椈实变范围小

且局 限棳其 内 可 见 空 气 支 气 管

征椲棻棳棿椵暎栚进展期表现椇病灶增

多棳部分病变范围融合扩大棳可累

及多个肺叶椈病灶密度增高棳病灶

内出现大小暍程度不等的实变棳呈
不规则形暍楔形或扇形棳边界不

清棳支气管血管束增粗或胸膜下见多灶性肺实变影椈病
灶进展及变化迅速棳短期内形态变化大棳可合并肺组织

坏死形成小空洞棳可见支气管充气征椈极少数伴胸腔积

液和纵隔及肺门淋巴结增大椲棻棳棿椵暎栛重症期表现椇双
肺弥漫性病变棳累及双肺大部分时呈暟白肺暠表现棬图
棻斄棭棳膈面升高椈病变密度不均棳其内见空气支气管征

及支气管扩张棳非实变区可呈斑片状磨玻璃影表现椈叶
间胸膜和双侧胸膜常见增厚棳伴少量胸腔积液棳呈游离

积液或局部包裹表现椲棻棳棿椵暎
棽灡棽暋超声辅助诊断 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及检查防护规范暋
以超声观察肺内及肋间的病变情况棳包括肺内病变程

度及范围暍气体反射暍血管分布暍支气管影及胸腔积液

等椲灢椄椵棳有利于辅助诊断及监测病情暎病变早期超声可

见病灶数目及位置与 斆斣 基本一致椈进展期超声可见

肺组织实变声影棳肺组织坏死形成的液化空洞后方可

见明显声影棳空洞内为无回声区椈病变晚期超声可见病

灶数密集及无回声区增多棳双侧或单侧胸腔积液棬图
棻斅棭棳以双侧多见棳双侧胸膜增厚暎病变进展期或晚期

可见胸腔积液明显增多棳患者出现明显呼吸困难椈并发

急性心内膜炎和心力衰竭者超声检查可见心包积液暎
床旁超声检查可实时定位棳引流胸腔积液暍心包积液及

肺内大量包裹性液体棳改善患者呼吸暎研究椲椵指出

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易合并急性心脏损伤暍急性冠脉综合征暍
心功能不全等急危并发症棳可采用床旁超声检查实时

监测病情棳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暎
为中重度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患者进行床边超声检查需

做好防护工作暎禁止将进入隔离区后的便携式超声仪

器带入清洁区棳隔离区的超声仪器应每日进行消毒暎
进入病房前先消毒便携式超声仪器棳尽可能采用一次

性提包携带超声仪器椈进行实时操作时棳再次用酒精棉

球擦拭超声探头后涂满耦合剂棳使用一次腔镜套包裹

超声探头及连接线棳于双侧脊线暍锁骨中线暍腋前线及

暏椆椂棿暏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棽棸棽棸年第棾椂卷第棾期暋斆旇旈旑斒斖斿斾斏旐斸旂旈旑旂斣斿斻旇旑旓旍棳棽棸棽棸棳斨旓旍棾椂棳斘旓棾



腋中线等位置探查肺尖及膈肌之间的肋间部位椲椆灢棻棸椵暎
操作者应按照二级防护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棳穿戴

医用防护口罩暍护目镜或面罩棬防雾型棭暍工作服暍防护

服暍一次性鞋套和双层一次性乳胶手套棳严格执行手部

卫生暎患者必须佩戴口罩暎检查完毕后立刻对超声仪

器进行消毒棳以酒精棉球擦拭仪器暎
棾暋小结

影像学辅助诊断 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暎斆斣 成 像 速 度 快暍空 间 分 辨 率 高棳对 临 床 诊 断

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具有重要价值棳而超声检查也有方便暍快
捷暍可床旁操作等优势暎超声对正常肺泡及骨性胸廓

难以进行显像棳但诊断病理状态的肺组织具有较高的

敏感度及特异度棳逐渐成为诊断肺部疾病的高效方

式椲棻棻灢棻棿椵暎进展期及重症期 斆斚斨斏斈灢棽棸棻椆患者肺部病

灶较多棳部分伴有胸腔积液及呼吸困难棳患者意识不清

及行动不便棳难以进行斆斣检查棳此时采用床边超声检

查监测胸部病变及评估并发症棳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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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棸棻椆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暘暘暘暥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暦

暋暋暟棽棸棻椆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暠于棽棸棻椆年棻棸月棽椄日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在北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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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 年影响因子椇棸棶椂椄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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