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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4例早期临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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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病人的早期临床特征，为临床早期识别该类病人提

供依据。方法 应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 2020年 1—2月 4例经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诊治的COVID-19病人的早期临

床表现和影像学等资料。结果 4例病例中2例男性，2例女性，年龄范围为26~64岁，中位数为30岁。潜伏期在1~6 d，均为输

入性病例。4例均有发热、咳嗽，1例有头痛，1例有全身酸痛、乏力，3例脉搏增高，3例血压增高。血常规中，1例白细胞计数降

低，2例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1例淋巴细胞计数降低；3例C反应蛋白（CRP）、超敏CRP升高，1例降钙素原升高；3例白球比例

降低。2例胸部CT为两肺多发片状磨玻璃样影，分布在肺外周及胸膜下，2例为单肺、单发扇形磨玻璃样影，1例伴有片状实变

影。结论 早期COVID-19病人有明显的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不具有典型性，多表现为发热、咳嗽，外周血常规可正常或轻度

异常，超敏CRP和CRP可见升高，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为单肺、双肺多发或单发肺部磨玻璃影，部分伴有实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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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arl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arly clinical identification of such patients.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arl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imaging data of 4 patients with COVID-19 who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by Chaohu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2020.Results The 4 patients included 2 males and 2 females, with an age range
of 26 to 64 years and a median of 30 years. The incubation period is from 1 to 6 days, all of which are imported cases. All 4 patients had
fever and cough, 1 patient had headache, 1 patient had body aches and fatigue, 3 patients had increased pulse, and 3 patients had in‑
creased blood pressures. The routine bloo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as decreased in 1 case, the neutrophil count
was decreased in 2 cases, and the lymphocyte count was decreased in 1 case.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high-sensitivity CRP were
increased in 3 cases, procalcitonin (PCT) was increased in 1 case, and the proportion of globulin was decreased in 3 cases. Chest CT
showed multiple sheet-like ground-glass opacities in both lungs of 2 patients, distributed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lung and under the
pleura, 2 cases were single lung, single fan-shaped ground-glass opacities, and 1 case was accompanied by sheet-like consolidation
shadows.Conclusions Early COVID-19 patients have an obvious epidemiological history, 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not typi‑
cal; most of them are fever and cough. Routine blood tests can be normal or mildly abnormal, hypersensitivity CRP and CRP can be in‑
creased, imaging manifestations hav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multiple or single lung ground-glass opacities in one lung or
both lungs, and some are accompanied by consolidation.
Key word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Radiography, thoracic; Clinical manifestation;
Early identification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是由在武汉发现，全球大流行的一种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病原体随后被世界卫生组织命

名为 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具有传播性强，临床症状不典型，易误诊、漏诊的特

点［1］，因此为早期控制疫情蔓延，早期识别 COVID-

19病人变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4例CO‑
VID-19病人的临床资料，以总结 COVID-19病人早

期临床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年 1—2月于安徽医科大学附

属巢湖医院就诊并确诊的COVID-19病人。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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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诊断标准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二

版）》中的诊断标准，对病例进行诊断；病原学采用

咽拭子标本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
tion PCR，RT-PCR）检测COVID-19核酸检测方法。

1.3 研究方法 收集COVID-19病人的流行病学资

料和早期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影像学等

资料，应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分析出早期特征。

病人或其近亲属知情同意，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

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求。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中位数表示非正态分布计

量资料的集中趋势，用频数表示计数资料。统计软

件采用SPSS 24.0软件包。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纳入 4例病例，其中 2例男性，2
例女性，年龄范围为 26~64岁，中位数为 30岁；4例
病人均无基础疾病。

2.2 流行病学 4例病人的潜伏期在 1~6 d，均为输

入性病例，其中 3例长居武汉，因春节返巢，1例有武

汉旅游史；其中 2例为情侣关系，1例先被确诊，另 1
例隔离期间确诊；所有病例在疑似或确诊后均在安

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COVID-19病人诊治定点

医院）进行诊治。

2.3 临床表现 病人在初次就诊时疾病的进程为

1~20 d，中位数是 3 d；4例均有发热，3例体温在

37.1~38.5 ℃之间，1例体温不详；4例均有咳嗽，无明

显咳痰；1例有头痛，1例有全身酸痛、乏力，所有病

人均无咽痛、鼻塞、流涕、腹泻。查体中，3例脉搏增

高，3例血压增高，肺部查体均未见异常。

2.4 实验室结果 病例资料的外周血常规结果中，

1例白细胞计数降低，1例淋巴细胞计数降低，2例中

性粒细胞计数降低；3例外周血C反应蛋白（CRP）、

超敏CRP均升高，1例外周血CRP、超敏CRP的数据

缺失，1例降钙素原升高；生化检查结果中，1例谷

丙转氨酶轻度升高，3例白球比例降低。所有病例

D-二聚体、肌酸激酶均未见明显异常。

2.5 影像学表现 胸部CT中，2例为两肺多发、片

状磨玻璃样影，分布在肺外周及胸膜下，2例为单

肺、单发扇形磨玻璃样渗出影，1例伴有部分实

变影。

3 讨论

COVID-19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密切接触进行传

播，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目前确诊人数达 7万

多［2］，病例仍每天都在增加中。早期识别COVID-19
病人，以达到早期诊断、早期隔离，成为控制疫情发

展的关键。

本研究发现COVID-19病人男女比例为 1∶1，年
龄跨度较大，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截至 2020
年 2月 11日COVID-19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相

似［3］，反映了人群普遍易感性。所有病例均有武汉

旅居史，与文献［1］报道相似，提示流行病学史对于该

类病人的早期识别的重要性。其中 1例因与确诊病

人有密切接触史，虽无典型表现，仍予以隔离，隔离

期间病原学送检结果显示COVID-19核酸检测为阳

性，该病人方得以及时诊治。因此对于有条件的地

区，可对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行病原学送检，可

实现早期发现。

本研究发现，在临床表现中，所有病人均有发

热、咳嗽症状，无明显咳痰，部分存在头痛、乏力、全

身酸痛症状，肺部查体均未见明显异常，与既往研

究［5-6］和指南一致。其中 1例虽然就诊时并无发热，

但病史中曾自感发热，未予重视后症状恢复正常，

因有COVID-19接触史，病原学检测提示阳性，故未

漏诊，说明存在症状轻微的病人。该类病人易被漏

诊，因此临床有COVID-19接触、疫区留滞等流行病

学史的病人就诊时，即使无典型症状，也不能轻易

排除，需要隔离，有条件者可行病原学送检。所有

病人均无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但查体中发现血压升

高、脉率升高，可能与精神紧张、发热等因素有关，

并不具有特异性。所有病人肺部听诊均未听到明

显干湿性啰音，可能与病人肺部病灶面积不大和散

在分布有关。根据病情分期，所有病人均为普通

型，可能是由于病人在疾病初期就得到及时正规诊

治，从而避免了疾病向重型、危重型进展。该类病

人临床表现不具有特征性，不易与其他病毒导致的

病毒性肺炎、上呼吸道感染和支原体肺炎鉴别，易

误诊或漏诊，但若能早期识别，得到及时诊治，可能

会避免病情进展。

所有病例外周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中性粒

细胞计数正常或下降，部分存在淋巴细胞计数下

降。其他的感染指标中，多数病人超敏CRP、CRP升
高，与其他研究一致［4，7］，1例降钙素原升高。3例白

球比例降低，可能提示免疫的激活。该类病人早期

血常规和降钙素原正常或轻度异常，超敏CRP、CRP
可能更能反映炎症程度。

影像学中，胸部CT均表现为单发或多发的磨玻

璃影，部分病灶可伴有实变，分布在双肺或单肺，呈

斑片状、扇形，多位于肺外周或胸膜下，以下肺较多

见，与急性呼吸综合征影像表现相似，与其他的研

究一致［8-10］，因此具有一定的特征性。而胸片对病灶

又表现较差［4］。对于因发热、呼吸道症状等原因就

诊的病人，应选用胸部CT作为筛查工具。由于部分

··559



安 徽 医 药 Anhui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Journal 2022 Mar，26（3）
COVID-19病人初期胸部CT并无典型改变或者无异

常，因此肺部CT并不能作为排除诊断的依据；由于

病原学检测假阴性率较高［11］，有典型胸部CT表现但

COVID-19核酸检测阴性的病人，仍不能轻视，需反

复送检病原学。

总而言之，早期 COVID-19病人显著的流行病

学史，常不具有典型临床表现，多表现为发热、咳

嗽，外周血常规可正常或轻度异常，超敏 CRP和

CRP可见升高，影像学表现为肺部磨玻璃影，多发

或单发的斑片状影，部分病灶可有实变，具有一定

特征性。因此，为及时控制COVID-19进展，应对于

具有上述特点的病人应及时隔离，及时明确诊断和

治疗，同时政府应加大疫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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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经阴道单孔腹腔镜手术（vNOTES）在妇科良性疾病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年 6月至 2019
年 12月在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使用自制的单孔装置进行 vNOTES手术的病人 24例，作为 vNOTES组。同期该院行多孔腹腔镜

手术的病人 40例，作为多孔组。结果 两组病人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一例中转其他手术方式，无术中并发症发生。与多孔组

比较，vNOTES组手术时间明显延长［（91.25±37.91）比（65.00±23.86）min］，住院时间明显减少［（3.79±0.88）比（4.45±0.85）d］，术

后 24 h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明显降低［（2.96±0.62）比（3.63±1.03）分］（均P<0.05）；而在年龄、体质量指数（BMI）、产

次、术中出血和术后排气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vNOTES手术结合了腹腔镜和传统阴式手术的优势，是

传统阴式手术的升级，对良性妇科疾病安全可行，具有微创、美观、疼痛轻和恢复快的优势，但有一定的学习曲线。

关键词： 生殖器肿瘤，女（雌）性； 自然腔道内镜手术； 经阴道单孔腹腔镜手术； 多孔腹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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