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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提炼共识，以共识指导实践：《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3 年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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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浙江杭州 310003）

摘要：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是全球卫生问题，对5岁以下儿童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本文紧扣《儿

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3年版）》，围绕RSV病原学诊断的窗口期、RSV迟发性重症、RSV

支持治疗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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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infection is a global health issue that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health 

of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5 . This article closely follows the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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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感染是全球卫生问题，对5岁以下儿童的健康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2024年1月，国家儿童健康与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感染学

组、上海市医学会感染病分会联合编写了《儿童呼

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3年

版）》（以下简称《共识》）[1, 2]，从疾病负担、临床特征、

实验室诊断、治疗、预防、远期结局等方面提出了13

项建议。本文将结合我们的思考，围绕其中各个方

面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与探讨，以促进对《共

识》制定背景的理解，并为临床热点问题的进一步研

究与讨论抛砖引玉。

1 RSV流行病学特征改变：非药物性干预性措施

的影响 

儿童RSV的基本传染数R0在2 . 0 ~ 4 . 5，即每位

RSV感染者在传染期内平均能感染2 . 0 ~ 4 . 5位易感

个体。由于RSV患者的传染窗口期短，临床上对其

传染性强弱仍有争议，如何预防也备受关注。新型

冠状病毒（新冠）大流行时期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RSV流行特征发生变化，为非药物性干预性措施的

预防作用提供了真实世界的证据 [ 3 ]。在管控后各国

的RSV流行季病例数锐减，这一方面导致了儿童人

群RSV-F抗体水平下降，即儿童的免疫负债；另外

一方面母亲感染减少也导致了母源性抗体减少，即

母体的免疫负债，胎传抗体减少使得婴儿易感人群

增加 [ 4 ]。因此，2022年初美国放开管控措施后，当年

的秋冬流行季，RSV两个亚型病例数同时增加，RSV

感染占所有呼吸道感染患者的比例最高达19 %，高

于新冠大流行前的13 %~ 16 %[ 5 - 6 ]，RSV流行季也从

往年的27周延长至32周。RSV感染的重症患者增加，

相关住院率创5年新高，为2021年的4 . 6倍。我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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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除新冠疫情管控后出现反常的RSV流行季，由

于管控时间更长，未曾感染RSV的幼儿与学龄期儿

童增加，本次感染的儿童中位年龄较往年大 [ 7 - 8 ]，这

也是免疫负债的一个体现。非药物性干预措施的影

响会持续多久是另外一个讨论的热点。经过一年，

美国RSV季节性流行模式似乎正在恢复到新冠大流

行前 [ 5 ]，我国的情况尚未可知，但经历儿童免疫负债

后多种病原体的交替流行，使得各省市对多种呼吸

道病原体的人群监测和患儿感染性疾病的就医管理

都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也促进了我国卫生健康事业

和医学科普事业的发展。

2 RSV感染临床诊断：较短的鼻咽部阳性窗口期

RSV的传染窗口期比较短，仅在潜伏期的末期

与发病的初期时上呼吸道病毒载量较高，故病毒核

酸检测灵敏度不仅受到采样部位的影响，同时也受

到采样时间较大的影响。人体对RSV有较强的免疫

杀伤力以及损伤后的修复能力，在实际临床工作中，

患儿发热2天后、发病4天后就诊时可能上呼吸道病

毒载量已经较少，这意味着毛细支气管炎临床表现

显著时鼻咽拭子的检测可能出现假阴性；但若此时

做肺泡灌洗液，下呼吸道核酸阳性率极高。因此，对

于常规检查未获得病原学结果的重症患儿，必要时

建议获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等下呼吸道标本作为检

测样本以提高诊断的敏感性。与核酸检测相比，抗

原检测的灵敏度随时间下降更快。临床医师对RSV

病原学诊断较短的阳性窗口期应有充分的认识。在

流行季节，若患儿存在典型症状与体征，即使更换采

样方法或采样部位后RSV核酸检测仍阴性，仍需考

虑RSV感染的可能。就诊延迟的患儿可依赖临床表

现进行诊断与治疗，而不应该依赖实验室检查。除

了RSV，其他病原体如博卡病毒、偏肺病毒等也可

引起毛细支气管炎症状，或者常常存在多种病原体

合并感染，因此在开展病原学检测时，可考虑使用多

重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 [ 9 ]。

3 RSV重症感染：关注迟发性重症与高危人群

儿童RSV感染临床表现变化快，病初为发热、

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通常在起病后 2 ~ 4天

达到高峰。RSV感染可促使中性粒细胞募集，上调

肿瘤坏死因子 -α，互相促进分泌，导致中性粒细胞

增高，支气管壁增厚与分泌物堵塞，表现为儿童的呼

吸急促、喘息、呻吟等毛细支气管炎的症状，患儿体

检时往往可闻及广泛而多变的湿啰音伴反复发作的

哮鸣音，影像学检查的典型表现为支气管周围增厚、

过度充气和肺不张等 [ 10 ]。导致支气管堵塞的分泌物

清除需要一定时间，因此RSV的临床症状有滞后性：

即使在体温正常后，仍可能出现迟发性的呼吸费力、

低氧血症等表现 [ 10 - 11 ]。在发病机制上，结合既往研 

究，关于RSV重症感染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点。①外

周血中性粒细胞增高和肺部症状加重可能同时出

现，往往并不是合并细菌感染，文献报道RSV合并

细菌感染的概率< 5 %，因此《共识》不推荐RSV相

关感染的儿童常规应用抗生素，也不建议预防性

用药，即使外周血白细胞短暂升高。然而目前儿童

RSV感染的抗生素应用率仍高达 25 %~ 37 %[ 12 - 13 ]，

这可能是临床一线医师对肺部中性粒细胞的浸润和

RSV的迟发性临床加重未有足够的认识。一些重症

的高危因素，比如高热可能与RSV病毒引起的肺部

中性粒细胞浸润所导致的炎症有关，甚至可能导致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这与后续的病情严重程度有

关，但往往不合并细菌感染。②虽然RSV重症肺炎

患儿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病毒感染，达 25 %，但儿童

对RSV所造成的损伤有极强的修复能力，因此在监

护支持等医疗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RSV的危重

症率和病死率极低。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儿童RSV所

致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入院率和病死率均明显高于

高收入国家，并且存在大量RSV感染院外死亡：每

出现1个RSV感染院内死亡就对应有3个院外RSV

感染死亡 [ 3 ]。因此，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及发达国家

的中低收入家庭的RSV患儿，一定要强调对高危儿

童的对症支持治疗。《共识》强调 6月龄以下婴儿是

极易感的高危人群。20 %的RSV相关急性下呼吸道

感染病例、39 %的住院病例及45 %的归因死亡病例

均发生在这个年龄段 [ 14 ]。重症高危因素还包括早产

儿慢性肺病、先天性气道畸形、咽喉功能不协调、左

向右分流型的先天性心脏病、免疫缺陷和神经肌肉

疾病等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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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RSV毛细支气管炎是否危重的识别，目前

通常以喂养量、呼吸频率、胸壁吸气性三凹征、鼻翼

扇动或呻吟、血氧饱和度和精神状态等 6条判断标

准 [ 16 ]分为轻、中、重型。见表1。

4 RSV治疗：支持治疗≠不治疗

RSV感染需要的支持治疗包括氧疗、液体疗法、

雾化治疗等。虽然学界对于RSV相关毛细支气管炎

出现低氧血症应给予呼吸支持已达成共识，但何时

启动氧疗目前尚无统一标准。美国儿科学会指南建

议将氧饱和度<90 %作为初始氧疗阈值 [ 17 ]，英国国

家卫生与保健评价研究院建议< 6周龄或有基础疾

病的患儿氧饱和度持续<92 %时即可启动给氧 [ 18 ]，

国内专家建议在血氧饱和度持续<92%时给予氧疗。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90 %~ 92 %之间启动氧疗有何差

异，因此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推荐 90 %作为

初始氧疗阈值。在给予呼吸支持时应考虑个体化治

疗，根据患儿病情逐级提升氧流量。低流量吸氧包

括最高达 2 ~ 3 L/min氧流量的鼻导管吸氧，和最高

达15 L/min的面罩吸氧。经鼻高流量氧疗允许输送

2 ~ 3 L/(kg · min)、最高达60 L/min的加湿加温氧气，

能改善儿童呼吸参数，降低插管率 [ 19 - 20 ]。关于何时

停氧，普遍的观点是尽早撤离氧气有利于肺复张，具

体停氧的参数并无研究。

我国在RSV诊治实践中经常采用的雾化治疗并

没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临床医师的治疗观念需要

革新。国内普遍推崇的RSV雾化治疗与哮喘治疗所

使用的支气管扩张剂和激素几乎完全一致，然而这

点在临床研究中已被充分证明无效，既不能降低住

院率和缩短住院时间 [ 21 ]，也无法改善包括氧饱和度

在内的毛细支气管炎临床严重程度评分，还会导致

呼吸频率增加和心率加快 [ 22 ]，仅在患有特应性皮炎

等过敏症状或一级亲属哮喘家族史的患儿中可能存

在一定的益处 [ 23 ]。基于上述证据，《共识》未推荐该

疗法，这也与美国毛细支气管炎指南不推荐支气管

扩张剂应用一致。

已有较多高质量研究深入探索高渗盐水雾化治

疗儿童RSV相关毛细支气管炎的有效性。最近两项

大规模meta分析综合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证实

3 %高渗盐水雾化有利于诱导水分子渗入肺黏膜，

使支气管黏膜或黏膜下层吸收水分子，减少气道水

肿，能有效改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临床症状，降低

住院率及缩短住院时间 [ 24 - 25 ]。患儿对高渗盐水雾化

的一般耐受良好，不良反应通常较轻，可能出现一过

性气道痉挛性咳嗽，尤其是患有哮喘的儿童，因此建

议在观察室或住院期间应用 [ 26 ]。基于此，《共识》推

荐应用 3 %高渗盐水雾化来治疗住院患儿，且要求

雾化时间少于20 min，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如用药

48~72 h患儿临床症状不缓解、加重或有刺激性呛咳，

需立即停用，并注意吸痰，保持气道通畅。

5 RSV预防：疫苗开发和应用前景

大多数儿童都在 2岁之前感染过RSV，再次感

染很常见。RSV通常导致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但在高危人群中，它易导致更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

患重症RSV疾病风险最高的儿科人群是2岁以下婴

幼儿，尤其是6月龄以下婴儿，以及患有慢性心肺疾

病或存在潜在免疫问题的儿童（包括早产、先天性

心脏病、气管切开术、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慢性肺病

或唐氏综合征）[ 14 , 27 ]。新冠管控期间RSV群体感染

率锐减，说明戴口罩、洗手、保持安全距离等便捷的

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十分有效，这也给患有血液系统、

神经系统等特殊基础疾病的患儿以及使用免疫抑制

剂患儿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预防提供了重要参

表1 RSV毛细支气管炎病情严重度分级 [ 16 ]

 项 目 轻度 中度 重度

喂养量 正常 下降至正常一半 下降至正常一半以上

呼吸频率 正常或略快 >60次 /min >70次 /min
胸壁吸气性三凹征 无 肋间隙凹陷较明显 肋间隙凹陷较明显

鼻翼扇动或呻吟 无 无 有

血氧饱和度 >92% 88%~92% <88%
精神状态 正常 轻微或间断烦躁、易激惹 极度烦躁不安、嗜睡、昏迷

注：中 -重度毛细支气管炎判断标准为存在其中任何1项即可判定



··  556 ·· 临床儿科杂志 2024 年 第 42 卷第 6 期

 J Clin Pediatr Vol.42 No.6 Jun. 2024

考。由于婴幼儿期的RSV感染与长期气道高反应性

疾病以及哮喘的发生有关，因此针对RSV的预防不

仅仅是预防当下，它可能会让儿童在整个童年时期

甚至在成年后保持更健康的肺功能。对于儿童RSV

感染的预防，最近出现了新的单克隆抗体和母体疫

苗。尼塞韦单抗是首个且唯一在我国获批的 RSV

感染预防手段，也是我国首个且唯一获批为保护婴

儿群体应对 RSV 感染的预防手段，适用于即将进

入或出生在第 1个RSV感染季的新生儿和婴儿。然

而，即使RSV的预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部署这些

预防措施仍然存在实质性困难，尤其是对于低收入

人群。RSV和新冠、流感病毒都是儿童最常见的呼

吸道病毒，在自然感染后，都不能获得永久免疫力。

如果想要实现更高的RSV疫苗接种率，也许可以采

用呼吸道病原体组合疫苗，而为 RSV 开发 mRNA

疫苗也许会使针对呼吸道病毒的组合疫苗成为 

可能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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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本刊应用《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代替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

则》。与GB/T 7714－2005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该标准的名称由《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更名为《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根据该标准的适用范围和用途，将“文后参考文献”和“电子文献”分别更名为“参考文献”和“电子资源”。

——在“术语和定义”中，删除了参考文献无须著录的“并列题名”，增补了“阅读型参考文献”和“引文参考文

献”。根据 ISO 690：2010（E）修改了“文后参考文献”“主要责任者”“专著”“连续出版物”“析出文献”“电子文献”的

术语、定义、英译名。

——在著录项目的设置方面，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电子资源存取路径的发展需要，本标准新增了“数字对象唯

一标识符”（DOI），以便读者快捷、准确地获取电子资源。

——在著录项目的必备性方面，将“文献类型标识（电子文献必备，其他文献任选）”改为“文献类型标识（任

选）”；将“引用日期（联机文献必备，其他电子文献任选）”改为“引用日期”。

——在著录规则方面，将“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中国著者姓名不得缩写”改为“依据GB/T 28039－2011有关规定，

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人名，姓全大写，其名可缩写，取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在增加了“阅读型参考文献的页码著

录文章的起讫页或起始页，引文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在“页码”中增补了，“引自序言或扉页题词

的页码，可按实际情况著录”的条款。新增了“获取和访问路径”和“数字对象统一标识符”的著录规则。

——在参考文献著录用文字方面，新增了“必要时，可采用双语著录。用双语著录参考文献时，首先用信息资源

的原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

——为了便于识别参考文献类型、查找原文献、开展引文分析，在“文献类型标识”中新增了“A”档案、“CM”舆

图、“DS”数据集以及“Z”其他。

——各类信息资源更新或增补了一些示例，重点增补了，电子图书、电子学位论文、电子期刊、电子资源的示例，

尤其是增补了附视频的电子期刊、载有DOI的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的示例以及韩文、日文、俄文的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