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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南非，由于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的疾病负担增加以及抗菌药物耐药

率(antimicrobial resistance，AMR)升高，需要规范抗菌药物处方的标准，因而改善CAP患者的管理水平尤其

重要。本指南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CAP患者管理的推荐性建议。对临床医生来说，本次更新纳入了CAP患者

管理的重要进展和争议。

1  诊断 CAP

1.1  基层医疗
临床上，肺炎的明确诊断必须满足症状和体征<2周，或胸部X线片(chest X-ray，CXR)显示有新发或者

恶化的肺实变。基层医疗机构无法进行CXR时，肺炎也可仅以临床表现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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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层医疗机构，患者出现一组得到确认的CAP临床特征(包括重要体征和检查异常)时就应该诊

断CAP。(A II)

1.2  院级医疗
不同于基层医疗，CXR可以广泛使用，所有因可疑CAP而住院的患者都要求行CXR检查来确诊，并排

除其他疾病可能的其他原因。此外，CAP的诊断原则与在基层医疗相同。

 所有因可疑CAP住院的患者都推荐行CXR检查。(A II)
 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常CXR可以排除CAP的诊断；然而，对于可疑CAP但CXR阴性而收入院的重

症患者可以经验性给予抗菌药物。CAP需要在24~48 h时重复行CXR，仍然阴性时才可以排除诊

断。(A III)

2  疾病严重程度评分

评估CAP的严重程度很重要，因其决定合适的诊疗场所、微生物学检查范围及初始经验性抗菌治疗的

选择。

 推荐CURB-65评分(CRB-65针对门诊患者)评价CAP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A II)
 严重程度评分系统不应作为决定诊疗场所的唯一准则。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应该始终与临床评估

相结合。(A II)

3  诊疗场所决策

诊疗场所的决策对于改善CAP的诊疗是重要的，例如门诊和住院，或者一般病房和重症监护病房。决

策应该基于患者的临床条件、疾病严重程度评分、社会情况和可用资源。

 CRB-65评分为0，或者CURB-65评分为0或1的患者死亡风险低，可考虑在家中治疗。(A II)
 CRB-65评分为1或2，或者CURB-65评分为2的患者死亡风险较高，推荐入院治疗。(A II)
 CRB-65或者CURB-65评分≥3分的患者死亡风险高，需要紧急入院，甚至尽可能住入高级监护或

重症监护病房。(A II)

4  特殊检测

4.1  基于血样的生物标志物
基于血样的生物标志物可以用于辅助诊断和评估严重程度。

 常规CRP或PCT检测在CAP确诊的情况下不被推荐，但在重症时可以用于评估治疗反应。(A III)
 CRP检测可辅助诊断CAP，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构或者CXR不可用时。(A II)
 急诊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不能确诊CAP时推荐行CRP或PCT检测。(B II)
 在因CAP住院患者中都推荐行血尿素检测用以辅助严重程度评分。(A I)

4.2  微生物检测
 推荐在CURB-65评分≥2的CAP患者接受抗菌药物治疗前行血培养(blood cultures，BCs)。(A II)
 CURB-65评分低但因其他原因需入院的患者中应考虑BCs。(B II)
 不推荐门诊接受治疗的CAP患者行BCs。(A II)
 所有CUR B -65评分≥2的CAP患者都应该对痰标本或气管吸引物(插管采样)进行革兰染色和培

养。(A II)
 痰标本也应该在CURB-65评分<2但存在合并症的CAP患者中进行检测。

 不推荐门诊接受治疗的CAP患者行痰标本检测。(A II)
 不推荐肺炎球菌UAT常规用于CAP患者的检测。(B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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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可行，严重的CAP患者应该行军团菌UAT检测。(B III)
 流感快速抗原检测不被推荐使用。(B II)
 在流感季节(通常6~9个月)，对于严重的CAP患者，鼻咽拭子可考虑用于检测流感。(B II)
 不建议常规使用分子检测诊断检查额外的病原体。(B II)
 不建议常规进行非典型病原体血清学检查。(A II)

5  结核病检测

结核病(tuberculosis，TB)是CAP的病因之一，临床特征用于鉴别TB和其他病原学性肺炎不可靠。然

而，合并HIV感染的CAP患者具有亚急性的发病史并且初始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时应考虑TB。应根据建议进

行TB特异性检测。

 下列表现为CAP的高风险患者应在检测肺TB时降低阈值：HIV感染者、糖尿病、收治入ICU、亚

急性疾病或对经验性抗菌药物治疗无应答。(A II)
 采用咳出痰或者诱导排出痰进行GeneXpert MTB/RIFTM (美国Cepheid公司)检测是肺TB优先选用的

一线诊断方法。或者，当条件允许时，WHO推荐使用快速分子检测，例如线性探针测试。(A II)
 TB培养应该在GeneXpert MTB/RIF阴性且存在下列情况的患者中进行：无好转的肺炎或持续考

虑TB。(A III)
 CD4细胞计数<100 个/μL或3或4期CAP的HIV感染患者的痰标本不可用时，应进行DetermineTM 

TB-LAM Ag (美国Alere公司)检测。(A I)

6  肺孢子菌肺炎检测

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PCP)在免疫功能损伤的患者中典型表现为亚急性的全身症状

和干咳，CXR上出现双侧渗出性特征表现。

 应使用WHO临床病例定义来诊断PCP。(B III)
 符合WHO病例定义或根据临床情况考虑PCP的HIV感染者诊断测试依赖于测试类型的可用性，

包括免疫荧光测试(immunofluorescent assay，IFA)、直接荧光抗体测试(direct fluorescent antibody 
test ，DFAT)或PCR。(B III)

 当支气管镜检查不可用时，诱导或咳痰也是可行的，但是肺泡灌洗液(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更适用于PCP的诊断测试。(B II)

 支持在南非医疗机构使用β葡聚糖来诊断PCP的证据有限。仅建议作为临床注册或试验的部分。

(A III)

7  初始经验治疗

经验性治疗CAP应根据患者所处的治疗场所、年龄、90 d内是否使用抗菌药物、合并症的状态(心血管

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衰、糖尿病和HIV感染)、药物耐药情况来进行决策。当符合临床和流行

病学标准时，经验性治疗PCP和流感是必需的。经验性治疗TB极少有必要，除非CXR呈粟粒样表现。

7.1  初始抗菌药物治疗
 年龄<65岁，在过去的90 d内未用过抗菌药物或无并发症的在家接受治疗的患者推荐接受大剂量

阿莫西林口服。(A II)
 年龄<65岁，在过去的90 d内未用过抗菌药物或无并发症且在家接受治疗的患者，当所在区域大环

内酯耐药率低而存在严重β内酰胺过敏的情况下，推荐接受大环内酯/氮杂类红霉素口服。(A II)
 年龄≥65岁，在过去的90 d内使用过抗菌药物或存在并发症且在家接受治疗的患者，推荐接受阿

莫西林-克拉维酸或二代头孢菌素口服。(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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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龄、个人或家庭情况、不适宜家庭护理或不良社区环境且无严重肺炎而入院的患者，可

以采用上述的口服抗菌药物治疗。(A II)
 年龄<65岁，在过去90 d内未曾接受抗菌药物，或不存在并发症的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推荐静

脉应用氨苄西林或青霉素(如果IVI 氨苄西林不可用)。(A II)
 年龄≥65岁，在过去90 d内曾接受抗菌药物，或存在并发症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推荐静脉应用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或头孢呋辛或一种三代头孢(头孢曲松或头孢噻肟)。(A II)
 重症肺炎的患者应接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或头孢呋辛或一种三代头孢菌素(头孢曲松或头孢噻

肟)联合一种大环内酯。(A II)
 呼吸喹诺酮类药物(莫西沙星或左氧氟沙星)是替代治疗，但因其能够拮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因

此不应作为CAP的一线治疗。可用于严重β内酰胺过敏或无其他可选方案时β内酰胺/大环内酯的

替代方案。(A II)
 对于确诊CAP的患者，抗菌药物应尽早使用，最好在进入急诊单元时。(A II)

7.2  病因性治疗
当微生物检测明确致病性微生物时，治疗策略会依据药敏试验从经验性治疗转换为病因性治疗。

 当微生物检测明确病原生物时，抗菌药物应该变为窄谱药物，从而有效治疗病原体。(A II)
 头孢洛林建议用于微生物检测确定的青霉素(最小抑菌浓度≥8 mg/L)耐药水平高的肺炎链球菌或耐

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病例的直接治疗。(A I)
 厄他培南建议用于微生物检测确定的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如产ESBL的病原体)的直接治疗。(A I)

7.3  何时增加针对 PCP 和 TB 的治疗
 当患者符合WHO病例定义时应该增加PCP的经验性治疗，而且不应该因痰标本免疫组化染色结

果阴性而拒绝使用。(A II)
 经验性治疗TB极少需要根据初始试验结果进行，除非CXR有粟粒性表现或患者病情严重且怀疑

TB时。(A III)

7.4  何时增加针对流感的治疗
 在流感季节，对于任何重度肺炎的患者都应给予奥司他韦，如果鼻咽拭子PCR结果阴性可以停

药。(A II)
 在流感季节，对于任何中度CAP患者若存在严重疾病的特异性风险时怀疑存在流感，则应该给予

奥司他韦，如果鼻咽拭子PCR结果阴性可以停药。(B II)

8  辅助治疗

鉴于CAP造成的严重疾病负担，已经有许多尝试来寻找辅助治疗改善结果。

 没有足够的证据建议常规使用他汀类来预防和治疗CAP。(A I)
 大环内酯联合β内酰胺治疗对于需要收住ICU的重症肺炎患者有更好的预后，这可能与大环内酯

的抗菌活性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其抗炎症和免疫调节作用。(A II)
 当患者因重症CAP需收住ICU治疗时，应该考虑全身性糖皮质激素(例如，甲泼尼龙0.5 mg/kg/12 

h或等效药物)，但流感，或者结核，或者之前3个月内存在消化道出血病史的患者除外。(A I)

9  静脉向口服转换和抗菌药物疗程

及时的静脉向口服转换(intravenous to oral switching，IVPOS)是抗菌药物管理的基石，与采用最短的

有效治疗疗程一样。

 当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呼吸频率<25 min−1，体温<37.8 ℃和能够接受口服药物时，可以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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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改为口服治疗。(A I)
 对于在社区治疗的患者和大多数因低或中度严重且无并发症的肺炎入院治疗的患者，建议抗菌

药物使用5~7 d。(A II)
 对于特殊临床情况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的患者治疗疗程可延长超过14 d。(A II)
 确诊军团菌肺炎的患者应该使用阿奇霉素治疗7 d。(A II)

10  急性并发症

在最初几天的经验性治疗失败或初始改善后恶化的患者中，许多可能的CAP并发症可能出现且需要

识别。

10.1  类肺炎性胸腔积液和脓胸
 最初几天的经验性治疗失败或初始治疗改善后恶化的患者应该再行CXR。(A II)
 如果动态CXR检查发现渗出或肺脓肿，应该考虑进一步行CT或胸部超声。(B II)
 大量胸腔积液应该及时进行诊断性胸腔穿刺术以排除脓胸。(A II)
 在所有并发类肺炎性胸腔积液或脓胸病例中，胸腔穿刺引流是必要的。(A II)

11.2  肺脓肿
 诊断为CAP并发肺脓肿的患者应该接受长疗程的抗菌药物治疗，通常4~6周，同时配合物理疗法

以有效地进行体位引流。(B II)

11.3  心血管事件
 具有公认的心血管风险因素或者未能表现出足够的临床恢复迹象的CAP患者，则应该排查发生心

血管事件的可能性。

11  吸入性肺炎

“ 吸 入 ” 是 指 大 量 外 源 物 质 异 常 进 入 或 内 源 性 分 泌 物 进 入 下 呼 吸 道 。 这 可 导 致 无 菌 性 肺 炎

(pneumonitis)或细菌性肺炎(pneumonia)，而且它与CAP在临床特点和致病微生物方面有着重要的差异。

 急性吸入性事件，特别是在没有系统性炎症反应或呼吸道功能修复时，不要求给予抗菌药物治

疗，即便CXR有新的渗出。(A III)
 吸入性肺炎的患者体征和症状在吸入48 h后持续或进展应该考虑抗菌药物治疗。(B III)
 吸入性肺炎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常在吸入发生后迟发，可能与化脓性的并发症相关。该

诊断意味着肺部细菌性感染，因此有指征进行抗菌药物治疗。(A II)
 建议经验性使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一种头孢菌素联合克林霉素或甲硝唑治疗是可接受的替代

方案。(B II)

12  预防肺炎的疫苗

适宜地接种疫苗是抗菌药物管理的重要支撑，通常是针对肺炎链球菌和流感病毒。

 所有≥50岁未接受免疫的成人都应该接受单剂的PCV13。(A II)
 所有≥50岁接种过PPV23的成人都应该在PPV23接种1年后接受单剂的PCV13。(A II)
 所有≥65岁未接受免疫的成人都应该接种单剂的PCV13，在接种一年后接种PPV23。(A II)
 所有≥65岁接种PPV23的成人都应该在至少1年后接种PCV13。(A II)
 年轻的(≥18岁)未接受免疫，且伴有严重基础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包括HIV感染的成人，应

该在接种单剂PCV13至少2个月后接种PPV23。(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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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18岁)既往接种PPV23且伴有严重基础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包括HIV感染的成人，

应该在PPV23接种至少1年以后接种单剂PCV13。(A II)
 所有在可获得流感疫苗的时期怀孕的女性应该接种IIV3流感疫苗(A II)。年龄≥65岁的成人也应

该每年接种IIV3流感疫苗。(A I)
 所有的具有下列特殊慢性疾病的患者都应该每年接种IIV3流感疫苗：慢性肺病(包括结核病)和心

脏病、慢性肾病、糖尿病和相似的代谢异常、免疫功能低下(包括HIV感染的患者)、病态的肥胖

患者(体重指数≥40 kg/m2)。(A II)
 所有健康工作者都应该每年接种IIV3流感疫苗。(A II)

1  引言

从 世 界 范 围 内 来 说 ， 社 区 获 得 性 肺 炎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导致了相当

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1-3]。由于CAP的高发病率以

及抗菌药物耐药率(antimicrobial resistance，AMR)
升高而需要规范抗菌药物处方的标准，因此改善

南非CAP患者的管理尤为重要[4]。

目 前 已 有 不 少 重 要 的 国 际 指 南 发 布 ， 包 括

美 国 感 染 病 学 会 / 美 国 胸 科 学 会 ( t h e  I n f e c t i o u s 
D i s e a s e s  S o c i e t y  o f  A m e r i c a ， I D S A / A m e r i c a n 
T h o r a c i c  S o c i e t y ， AT S ) [ 5 ]和 英 国 胸 科 学 会 ( t h e 
Br it ish Thoracic Societ y，BTS) [6]等发布的指南。

然而，南非是唯一具有高H I V发病率和A M R环境

因素的国家，因而编写本指南符合本国国情的需

要。制定南非C A P指南的工作组包括南非胸科学

会(the South African Thoracic Society，SATS)和南

部非洲感染病学会联盟(the Feder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ies of Southern Africa，FIDSSA)。

本指南由SATS和FIDSSA支持，是在2007年发表的

SATS CAP指南基础上的更新[7]。

1.1  目的和范围
本文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最新的C A P患者管

理方面的进展和争议。南非是高H I V感染发病率

的国家，有肺部感染重叠的高风险因素，例如结

核病和耶氏肺孢子菌肺炎( pneumoc yst i s  j i rovec i i 
pneumonia，PCP)。本指南试图为所有成人急性社

区获得性肺实质感染患者提供临床实践性建议。

这 些 建 议 不 适 用 于 成 人 非 肺 炎 性 下 呼 吸 道 感 染

(non-pneumonic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LRTI)的人群，包括急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

部疾病急性加重或标明为“胸部感染”的疾病。

在家庭护理和其他长期护理机构的非流动场所发

生的肺炎反映的是医疗保健相关肺炎( healthcare-

associated pneumonia，HCAP)，应该根据制定的

HCAP指南进行治疗。

1.2  方法学
S AT S 和 F I D S S A 召 集 个 人 和 / 或 小 组 组 成 一

个 专 家 委 员 会 ， 然 后 分 配 撰 写 指 南 的 一 部 分 。

检 索 非 系 统 性 文 献 里 确 定 相 关 的 每 一 个 部 分 已

发表的证据。检索通过 P u b Me d 和 T h e  C o c h r a n e  
L i b r a r y  d a t a b a s e s ，也包括高相关性的文件和近

期 的 国 际 C A P 指 南 。 部 分 内 容 由 整 个 建 议 小 组

收 集 和 整 理 。 不 同 的 意 见 在 线 讨 论 解 决 。 一 旦

所 有 的 建 议 都 经 委 员 会 统 一 ， 就 形 成 指 南 的 最

终 草 案 。 曾 尝 试 将 本 指 南 与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He a l t h  E s s e n t i a l  Me d i c i n e s  L i s t结合，但是它旨

在 既 为 公 众 也 为 私 人 部 门 服 务 ， 因 而 在 一 些 方

面存在差异。委员会认为，大部分C A P患者是由

基 层 医 疗 、 内 科 、 急 诊 内 科 处 理 的 ， 因 而 本 指

南主要直接针对他们。

1.3  推荐等级
本指南的推荐强度见框1。

框1 推荐强度

推荐强度

A：强烈推荐或反对

B：中度推荐或反对

C：弱推荐或反对

证据质量

I：证据来自至少1项恰当的随机对照试验

II：证据来自至少1个设计良好没有随机化的试验，来

自队列或病例对照研究(最好是多中心)，来自多个

时间系列，或来自戏剧性的结果不受控制的试验

III：证据来自有威望的专家意见，或专家委员会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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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流行病学
流 行 性 感 冒 、 肺 炎 以 及 结 核 病 是 2 0 1 3 年 南  

非≥15岁人群中导致死亡最高的5个原因之列 [8]。

LRTI的发病率在南非≥15岁人群中大约为400/100 
000人，高发病年龄为25~64岁，似乎是由于该年

龄 组 高 H I V 发 病 率 所 致 [ 9 ]。 潜 在 的 H I V 感 染 是 南

非LRTI入院的最高风险因素，南非2009至2012年

间4个检测哨点的数据表明在≥5岁的在院患者中

HIV发病率为74%。相比无HIV感染的患者，HIV
感染的患者有更高的风险由于LRTI入院。其他成

人入院的LRTI的重要风险因素包括年龄增长和伴

有肺部疾病，例如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2 0 0 9 至 2 0 1 2 年， 南非成人入院的 L RT I 的病死率

(the case fatality ratio，CFR)为7%，在HIV感染人

群更高些，为8%，在非HIV感染人群为5% [9]。其

他重要的病死率预测值是高年龄和接受机械通气

或吸氧。

许多生物可以导致成人肺炎。多种病毒和/或

细菌的混合感染常见。尽管由于2 0 0 9年起P C V作

为常规婴儿免疫项目直接导致南非成人侵袭性肺

炎球菌肺炎发病率的下降 [10]，但是肺炎链球菌仍

是CAP最常见的病因(在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 V之

前的时期所有成人CAP中大约占27%) [11]。其他细

菌导致的肺炎包括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革兰阴性杆菌(例如肺炎克雷伯菌)。非典型

病原体导致的肺炎在南非是不常见的(占所有成人

CAP的2%)，但是存在周期性的循环和周期性的发

病率增加，以及一些病原体(例如军团菌和支原体

一些种类)可导致爆发。百日咳杆菌在大龄儿童和

成人表现为更不典型的C A P。在2 0 1 4年，百日咳

在所有LRTI患者中<5%，然而，自2009年起由于

全细胞向无细胞百日咳疫苗的转变纳入婴儿常规

免疫计划中，发病率有所增加也在预料之中 [12]。

厌 氧 菌 可 以 导 致 肺 炎 ， 特 别 是 吸 入 风 险 高 的 患

者。铜绿假单胞菌是另一个不常见的导致C A P的

细菌，在重症肺炎的患者中应加以考虑，特别是

伴随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和结构性肺病，例如

囊性纤维化[13]。

流感病毒是导致成人C A P最常见的病毒，约

占9%。其他呼吸道病毒例如呼吸道合胞病毒、鼻

病毒、腺病毒也可以被检出 [14]。呼吸道病毒和细

菌的合并感染是常见的，一些病毒也可以在没有

呼吸道症状的健康对照者中检出。因此，病毒的

检出不应该阻碍抗菌药物治疗的使用。

特别重要的是，南非C A P患者结核病检测阳

性率为18%~40%。HIV感染者的病原微生物谱与非

HIV感染者不同，在HIV感染者中肺炎链球菌和结

核菌更常见[15-16]。此外，考虑PCP的诊断是很重要

的，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HIV感染人群的CAP中发

病率为22%[17-18]。2014年南非的成人CAP患者中耶

氏肺孢子菌通过定量PCR检出率为18%，在一些病

例中PCR检出提示定植。在HIV感染者中CAP风险

随着CD4+T细胞计数的降低而升高，也包括混合感

染或非典型感染的可能性[19]。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增加以及人与动物接触的

增加，新的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风险仍然存在，例

如禽流感或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20]。

临床医生应保持对于新出现病毒全球化趋势的关

注。两个或多个住院患者无明确病因导致严重呼吸

道疾病或死亡时应该加以调查。

2  诊断 CAP

2.1  基层医疗
肺炎是指下呼吸道感染导致的肺实质炎症和

急性症状。肺炎的临床诊断需要症状和体征结合

CX R上出现新的渗出或有进展 [21]。在本指南中，

“疑似CAP”患者定义为有临床表现(见下文)但无

CXR证实。

咳嗽是门诊患者中最常见的表现[22]，但是只有

很少一部分患者存在CAP [6,23-24]。其他LRTI包括急

性支气管炎最常见的病因是病毒[25-26]，通常胸部影

像正常，且不需要抗菌药物治疗[27-28]。在一个近期

的随机对照试验中，纳入2 000例LRTI的门诊肺炎

患者，阿莫西林组在疾病的疗程或严重程度方面没

有获益。相比安慰剂组，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组不良

事件发生更为常见，转化为交织的不良后果[27]。在

其他临床试验中也有类似的发现[29-31]，这强调正确

确诊CAP的必要性，从而限制抗菌药物的过度使用

及更恰当地治疗那些更严重的感染患者。

在门诊没有C X R的情况下诊断C A P是一种挑

战[6]，这依赖于临床发现和可获得的床旁生物标志

物检查(point-of-care，POC)[32]。最近提出在基层

医疗中CXR不可用时根据临床特点和CRP诊断CAP
的建议 [33]。临床标准诊断C A P的准确性差。系统

性回顾 [34]发现即使联合症状和体征诊断的可能性

也很少超过50%。然而，重要体征缺失是一个相对

可靠的排除诊断 [35]。一项研究 [36]发现重要体征和

临床检查正常的LRTI患者肺炎的发生风险低，这

可以用在没有CXR情况下排除诊断95%病例。

尽管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确诊C A P的关联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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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师依靠病史和

检查来排除或诊断CAP[35]。下列特点与CAP关联性

很高 [6,29,37-38]，在基层医疗中伴有急性咳嗽的患者

都应该考虑使用：

 急性LRTI的症状——咳嗽、胸膜疼痛、呼

吸短促、痰多(伴或不伴流涕或咽痛)[24]。

 查体发现的新胸部体征——局限性的支

气管呼吸音或啰音、叩诊浊音、胸部扩

张减少。

 全身性的异常——体温≥38 ℃，自觉发

热或畏寒、出汗、心动过速。

 无法用其他疾病来解释——急性吸入、

肿瘤、肺栓塞、肺水肿、慢性阻塞性肺

部疾病急性加重。

老年患者中肺炎的发生风险增加[39-41]，免疫退

化和伴有疾病是导致发病和死亡的病因 [42]。不典

型的特征是常见的 [43]，可以导致诊断和治疗的延

迟 [44]。发热和咳嗽在身体虚弱的老人中通常不存

在，在这些人群中CAP表明存在新的或病情恶化、

功能状态恶化或者伴随疾病的失代偿[44-47]。除这些

非特异的表现外，老年人通常CX R正常 [48]，这增

加了诊断的难度。

建议：

 在基层医疗机构，患者出现一组得到确

认的CAP临床特征(包括重要体征和检查

异常)时就应该诊断CAP。(A II)

2.2  院级医疗
院内患者C A P诊断的原则与门诊患者相同。

与基层医疗不同的是，X线检查使用更为广泛，所

有疑似CAP入院的患者都可以接受CXR来确诊和排

除其他可能的疾病[5]。

C X R诊断肺炎的准确性是未知的，但是当其

正常时可认为是排除CAP诊断的参考标准。然而，

即使C X R显示正常也无法有效地排除一个验前概

率很高时的诊断 [34]。CX R不是一个评判C A P的好

检查，对缺乏CAP的临床特征而CXR不正常的患者

应考虑替代诊断。因此，与所有的感染性疾病一

样，重症患者诊断CAP需要根据疾病的可能性(或

风险)，以及结合病史、体格检查、胸部影像作为

支持。疑似肺炎且C X R正常的严重入院患者中，

没有合理的理由来启动经验性抗菌药物治疗 [48]；

如果适宜的培养结果为阴性且CXR在24~48 h重复

检查仍然无新发病灶，可考虑停用抗菌药物[5]。一

项大型的队列研究 [48]支持这一观点，在该研究中

7%的疑似CA P患者，初始CX R正常，在重复CX R

后病情进展表现为与CAP一致。然而，在大部分情

况下，没有CXR证据的疑似CAP患者使用抗菌药物

与不准确的诊断[49]和抗菌药物过度使用相关[50]。

建议：

 所有因可疑 C A P住院的患者都推荐进行

CXR。(A II)
 绝大多数情况下，CXR正常可以排除CAP

的诊断；然而，对于可疑CAP但CXR阴性

而收入院的重症患者可以经验性给予抗菌

药物。CAP需要在24～48 h时重复行CXR，

仍然阴性时才可以排除诊断。(A III)

3  疾病严重程度评分

有 许 多 评 估 工 具 被 用 于 评 估 C A P 的 严 重 程

度，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51]。评估感染

严重程度很重要，因其将决定适宜的诊疗场所、微

生物检查的范围、初始治疗的选择和经验性抗菌

药物治疗。其中一个评分系统即CURB-65，建议用

于评估需要收治入院的患者，它由BTS规则演化而

来。CURB -65的原始国际推导和验证研究 [52]发表

于2003年，尽管它已经在其他机构得到验证，但

在南非还没有正式验证过，大部分评分系统也是

如此。CURB-65评分系统包括5个部分，即：

 意识障碍；

 尿素>7 mmol/L；

 呼吸频率≥30 min−1；

 低 血 压 [ 收 缩 压 < 9 0  m m H g ( 1  m m H g = 
0.133 kPa)和/或舒张压≤60 mmHg]；

 年龄≥65岁。

如果患者出现以上情况，每一项计1分。这个

评分系统很简便，建议使用，且与其他更复杂的

评分系统相比，其准确性是相似的，例如肺炎严

重程度评分(the pneumonia severity index，PSI)。

CURB -65的一种变型是CRB -65，它不要求检

查血清尿素，而特别适合于门诊患者，尽管准确

性有下降。Johannesburg一家教学医院的急诊科对

CRB -65评分决定CAP患者在急诊是否需要入院治

疗潜在的准确性进行了评估，该医院条件有限且

HIV感染发病率高。尽管不是国际性的研究，但该

单中心的回顾性观察研究 [53]表明CRB-65准确地预

测了临床稳定期和C A P患者的死亡风险。根据调

查，CRB -65在帮助临床医生决定患者是否需要入

院方面效果很好。所有的评分系统都不能替代临

床评估和重要的附加因素，例如社会经济性的缺

失及并发症，而这些必然会影响收入院和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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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建议：

 推荐使用CU R B - 6 5评分作为C A P患者疾

病严重程度的评分 (C R B - 6 5 针对门诊患

者)。(A II)
 严重程度评分系统不应作为决定诊疗场

所的唯一准则。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应该

始终与临床评估相结合。(A II)

4  诊疗场所决策

为进行如C X R等特殊检查来明确诊断，或入

院的要求，患者可能从基础医疗机构转到上级医

院。对急诊确诊CAP的患者须决定是否需要入院。

这些决定必须综合考虑客观的严重程度评分、临

床 评 估 和 其 他 因 素 ， 如 高 龄 、 严 重 合 并 症 ( 例 如

HIV感染和COPD)以及社会环境。一般来说。患者

在基层医疗的CRB-65评分为0应该考虑在家治疗，

评分≥1该可考虑收治入院。

急诊科确诊的C A P患者是否收入院必须依据

CUR B -65评分及主观的临床评估。它更倾向于管

理院外的CAP患者[54]，因为住院增加了花费[55-56]，

且与并发症发生率相关。CUR B -65评分0和1的患

者被认为有轻度感染，适合在家里处理。评分为2
的患者考虑为中度感染，需在医院观察，至少初

始阶段如此。评分≥3的患者病情严重，因此这些

病例，特别是4或5分的患者，需要评估转入高级

监护甚至重症监护单元。

建议：

 CR B - 6 5评分为0，或者CU R B - 6 5评分为

0或1的患者死亡风险低，可考虑在家治

疗。(A II)
 CRB -65评分为1或2，或者CURB -65评分

为 2 的 患 者 死 亡 风 险 升 高 ， 推 荐 入 院 治

疗。(A II)
 CRB-65或者CURB-65评分≥3的患者死亡

风险高，需要紧急入院，甚至尽可能住

入高级监护或重症监护病房。(A II)

5  特殊检测

5.1  基于血样的生物标志物
CR P帮助诊断C A P的作用毋庸置疑 [ 5 7 ]，尽管

基层医疗机构不太可能开展该项检查，但也有例

外，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使用床旁CRP机器，特

别是在一些私营部门。一项关于CRP在呼吸道感染

应用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32]表明其能有效减少

基层医疗机构对抗菌药物的使用，但可能导致入

院率轻微上升。

如果CAP是根据临床特征和CXR确诊，CRP的

价值是很有限的，因其在几乎所有病例中都有升

高 [58]。关于是否将其作为预测指标是有争议的，

其用于鉴别不同的CA P病原体以及TB和CA P都不

理想。将CRP治疗的第3或4天下降50%作为治疗应

答敏感性的指标，与3 0  d病死率增加相关 [ 5 9 ]。然

而，实际上一系列体温测量等临床评估对那些确

定需要进一步检查和/或改变抗菌药物的患者似乎

更有帮助。

大 量 针 对 不 同 呼 吸 道 感 染 患 者 的 研 究 [ 6 0 ] 表

明：使用降钙素原来指导初始治疗及停用抗菌药

物可以显著降低抗菌药物的使用，且不会增加病

死率或导致治疗失败。然而，CAP患者的亚组分析

表明：初始给予抗菌药物患者比例差别不大。因

此，不建议已经确诊的CAP检测降钙素原。降钙素

原检查昂贵，且不建议根据常规检测来指导抗菌

药物的疗程。

全血细胞计数(ful l  blood count，FBC)用于诊

断 C A P 的价值有限。白细胞计数升高 ( w h i t e  c e l l 
count，WCC)表明存在细菌感染，但如果计数正

常却不能排除没有感染。当诊断存疑或考虑其他

诊断时，F B C更有价值。C A P 患者常规尿素检测

非常重要，因其是CUR B -65严重程度评分的一部

分。不建议常规检查肝功能。

建议：

 在 C A P 确诊的情况下不推荐常规 C R P 或

P CT 检测，但可以用于评估重症患者的

治疗反应。(A III)
 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构或者C X R不可用

时，CRP检测可有助于CAP诊断。(A II)
 不能确诊 C A P的急性呼吸疾病的急诊患

者可考虑行CRP或降钙素原检测。(B II)
 对因 C A P住院的患者推荐检测血尿素用

以辅助严重程度评分。(A I)

5.2  微生物检测
微生物检查是为了明确病原体，而不是为了

确诊CAP，因为CAP诊断主要依靠临床和影像。常

见的用于CAP的微生物检查包括血培养、痰培养、

军团菌和肺炎球菌尿抗原检测。此外，分子检测

越来越常用，血清学检查也可能被使用。明确病

因的好处主要是帮助直接进行抗菌治疗。这不仅

会使初始、经验性(通常直接使患者获益)、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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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扩大了病原微生物的抗菌谱策略得到改变，还

可因为明确了敏感的病原体而换用窄谱药物(通常

不直接使患者获益，但是遵循抗菌药物管理的原

则，并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另一个倾向明确病原

体的原因是为了确定有潜在影响公共健康的生物

(例如流感)，以及更好地理解CAP流行病学，它可

以影响临床实践。是否决定进行CAP患者的微生物

学调查有时值得商榷。作为一个普遍原则，如果

有适当的机会可以影响患者的治疗，就建议进行

调查。

C A P中B C的范围为5 % ~ 1 4 %。已经发表了恰

当 B C 的指南，这里不再重复 [ 6 1 ]。 C A P 患者 B C 阳

性在重症患者中会升高。而一些研究表明临床参

数与BC阳性率升高相关，根据不同的研究设计和

临床参数，不同的研究确定了菌血症相关的不同

参数，包括中性粒细胞增多 [62]、低WCC、肌酐升

高、低血糖、体温>38 ℃ [63]、PSI评分升高 [64]以及

心动过速、气急、低血压[65]和低氧饱和度[66]。

使 用 痰 标 本 来 明 确 病 原 体 是 一 种 折 磨 ， 因

为 需 要 合 适 的 痰 标 本 。 适 宜 的 痰 标 本 革 兰 染 色

阳性的患者高达 8 2 % 为肺炎球菌肺炎， 7 6 % 为金

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7 8 % 的患者有革兰阴性的菌

血 症 [ 6 7 ]。 因 此 ， 采 集 良 好 的 痰 标 本 行 革 兰 染 色

的 主 要 获 益 是 使 抗 菌 药 物 覆 盖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或 革 兰 阴 性 杆 菌 。 然 而 ， 必 须 牢 记 的 是 ， 对 于

大 部 分 患 者 ， 显 微 镜 是 无 用 的 ， 没 有 观 察 到 微

生 物 的 优 势 。 仅 2 5 % ~ 4 0 % 的 患 者 采 集 到 合 适 的

标 本 [ 6 8 - 6 9 ] ， 这 些 合 适 标 本 的 培 养 的 阳 性 率 高 达

8 0 % 。然而，当针对所有 C A P 患者评估痰培养的

阳性率，可低至 1 5 % ，因为一定比例的患者无法

排 痰 ， 一 定 比 例 的 样 本 是 不 令 人 满 意 的 。 和 B C
一 样 ， 仅 当 痰 标 本 可 能 会 影 响 到 患 者 治 疗 时 才

必须进行培养。

两种市售的尿抗原检测(ur ine ant igen tests，

UAT )是军团菌血清型1和肺炎链球菌。军团菌抗

原检测有很高的特异性(99%)，但是敏感性不明。

肺炎球菌抗原检测敏感性60%~80%，特异性大约

90%[70-71]。

这些检测的主要问题是，阳性的结果是否会

显著改变治疗策略。此外，肺炎球菌抗原检测阳

性率超过了痰和BC。最近的Meta分析 [10]发现UAT
可明确额外的11%的肺炎球菌肺炎患者，超过了培

养明确的患者。然而，Switzerland的一项研究[72]发

现肺炎链球菌UAT不会影响对抗菌药物的选择或

临床结果。针对CAP的经验性治疗通常无意外的包

括抗肺炎链球菌的活性药物。类似的争议是关于

军团菌UAT，因为重症患者会使用针对它具有活

性的药物。然而，没有现成的军团菌替代检查，

而这可能具有流行病学上的重要性。因此，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来指导临床医生应用UAT检测来缩

小抗菌谱。

快速抗原检测(rapid antigen detection tests，

RADT)也用于流感。这些试剂的早期版本敏感性低

(50%~70%)，尽管近期的版本提高了敏感性，但是

仍然不如分子检测[73]。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临

床使用RADT好于流感的分子检测。

分子检测可以显著增加患者病原学检出的比

例——高达80%[74-75]。尽管分子检测可提供检测一

些被称“非典型”病原体的能力，但这些额外的

病原体主要是病毒。然而，判断分子检测结果是

否阳性仍然存在挑战，因为在相当一部分无症状

的患者中检测出同样的病毒。此外，对于许多病

毒，还没有特异性的治疗(除流感外)。

上 述 讨 论 的 例 外 是 流 感 。 特 异 性 的 治 疗 是

可用的，流感的检测具有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的

内涵。目前分子检测提供了检测流感最快速可靠

的方法，尽管将来快速抗原检测可能被证明更优

化、更经济。

血清学检查(针对如军团菌、支原体和支原体

一些种类)的主要缺点是对于急性期和恢复期的血

清结果需要进行恰当的解释。因此，结果可能不

会立即对患者的治疗造成影响，不建议常规使用

血清学检查。

建议：

 推 荐 在 C U R B - 6 5 评 分 ≥ 2 的 C A P 患 者

接 受 抗 菌 药 物 治 疗 前 行 血 培 养 ( b l o o d 
cultures，BCs)。(A II)

 CU R B - 6 5评分低但因其他原因需入院的

患者中应该行BCs。(B II)
 不推荐门诊接受治疗的CAP患者行BCs。

(A II)
 所有CURB-65评分≥2的CAP患者都应该

对痰标本或气管吸引物(插管采样)进行革

兰染色和培养。(A II)
 痰标本也应该在CUR B -65评分<2但存在

合并症的CAP患者中进行检测。(B II)
 不推荐门诊接受治疗的 C A P患者行痰标

本检测。(A II)
 不推荐肺炎球菌UAT常规用于CAP患者的

检测。(B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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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可行，严重的 C A P患者应该行军团菌

UAT检测。(B III)
 流感快速抗原检测不被推荐使用。(B II)
 在流感季节(通常6至9月)，对于严重的

C A P 患者，鼻咽拭子可考虑用于检测流

感。(B II)
 不 建 议 常 规 使 用 分 子 检 测 额 外 的 病 原

体。(B II)
 不建议常规进行非典型病原体血清学检

查。(A II)

6  结核病检测

由 于 高 H I V 感 染 率 ( 超 过 5 0 % 的 T B 病 例 存 在

HIV感染)和大面积采矿工作，南非面临着巨大的

TB负担[76-77]。国家卫生部(The National Department 
of Health，NDOH)指南建议每年对南非所有人群

进行筛查，这得到WHO为TB高流行地区控制强化

政策的支持。TB是CAP的一个病因，临床特征和

其他病原相比并不可靠。然而，在HIV感染患者、

糖尿病患者[78-79]、ICU患者[80]、亚急性发病或对经

验性治疗无应答的CAP患者中应该考虑TB。

传统诊断TB的方法存在巨大缺陷，自动液体

培养系统是诊断TB的金标准，但是价格昂贵且培

养时间长，痰涂片镜检检出率很低 [ 8 1 ]( 特别是对

HIV感染的患者)，且不能提供药物敏感性资料。

NDOH近期推出GeneXpert MTB/RIF® (Xpert) (美

国Cepheid公司)替代南非涂片镜检诊断肺TB。该

试剂在培养阳性的TB病例中总敏感性为8 8 %，在

涂片镜检结果阴性后的敏感性为67%[82]。该检测的

主要优势是能快速检测利福平耐药。痰诱导提供

了充足的样本，细菌学诊断比卫生工作人员指导

更频繁，但是花费高且不能使同1天内诊断的比例

升高[83]。其他WHO支持和临床验证过的快速TB分

子诊断试验也可用于南非。某些基因检测，例如

线性探针试剂与Xpert MTB/RIF相比，具有高准确

性，对于异烟肼和利福平耐药具有检测优势，也

可以检测二线TB药物的敏感性[84-86]。

目前有越来越多关于以尿为基础的TB脂阿拉

伯甘露聚糖( l i p oarab i n o man nan，L A M)检测H I V
感染的患者的证据，它是一种快速的床旁检测试

剂，现在也可使用。该检测对于 H I V 感染 C D 4细

胞计数< 1 0 0  个/ μ L效果好；且研究 [ 8 7 - 8 8 ]发现确诊

TB的患者中敏感性约为~40%，且能够用于检测免

疫功能抑制加重的重症患者 [ 8 9 - 9 0 ]。应对可以使用

LAM检测的机构进行适当的培训和质量控制。

建议：

 下列表现为 C A P的高风险患者，应在检

测肺T B时降低阈值：H I V感染者、糖尿

病、收入ICU、亚急性疾病或对经验性抗

菌药物治疗无应答者。(A II)
 对咳出痰或者诱导排出痰进行GeneXpert 

MTB/RIFTM (美国Cepheid公司)检测是肺

TB优先选用的一线诊断方法。或者，当

条件允许时，WHO推荐使用快速分子检

测，例如线性探针测试。(A II)
 TB培养应该在GeneXper t  MTB/RIF阴性

且存在下列情况的患者中进行：无好转

的肺炎或持续考虑TB。(A III)
 CD4细胞计数<100 个/μL或3或4期CAP的

HIV感染患者的痰标本不可用时，应进行

DetermineTM TB-LAM Ag (美国Alere公司)
检测。(A I)

7  肺孢子菌肺炎检测

肺 孢 子 菌 肺 炎 ( p n e u m o c y s t i s  p n e u m o n i a ，

PCP)的典型表现为亚急性起病的全身症状以及干

咳，其特点是C X R双侧渗出，正常胸部听诊和最

小的消耗后血氧饱和度下降 [91]。它可进展为呼吸

衰竭和ARDS，并且总病死率为15%[18]。

检测 P C P 的金标准是肺泡灌洗液的耶氏肺孢

子菌免疫荧光染色(immunof luorescent  staining，

I FA )阳性。该测试需要一个侵入性的操作，在南

非无法广泛开展，因此很少用于诊断P CP。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IFA和银染)更常用于咳痰和诱导痰

标本，但是这些检测的敏感性低，并不适合用于

诊断PCP[92]。敏感性的PCR试剂[93-97]，包括商品化

的试剂 [ 9 8 - 9 9 ]被开发和用于评估多种呼吸道标本。

不幸的是，HIV相关的PCP还未能在这些评估研究

中得到体现。这些方法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低特

异性但在南非的公共部门都是不可用于常规的，

不常规推荐。

血浆 [1,3]-β-D-glucan(β-葡聚糖) [100]和乳酸脱氢

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101-102]可用于PCP
的检出，但是在南非医疗机构中有效的证据非常

有限。因此，使用β -葡聚糖仅建议作为临床注册

或试验的部分。由于这些局限，临床评估仍然是

南非PCP诊断最常用的方法，且应该基于WHO对

PCP病例的定义(框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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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应 使 用 W H O 对 临 床 病 例 的 定 义 来 诊 断

PCP。(B III)
 符合WHO对PCP病例的定义或根据临床

情 况 考 虑 P C P 的 H I V 感 染 者 ， 诊 断 测 试

依赖于测试类型的可用性，包括免疫荧

光测试(immunofluorescent assay，IFA)、

直 接 荧 光 抗 体 测 试 (d i r e c t  f l u o r e s c e n t 
antibody test，DFAT)或PCR。(B III)

 当纤支镜不可用时，诱导或咳痰也是可

行的，但是肺泡灌洗液(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更适用于PCP的诊断测

试。(B II)
 支持在南非医疗机构使用β葡聚糖来诊断

PCP的证据是有限的。仅建议作为临床注

册或试验的部分。(A III)

8  抗菌药物治疗

8.1  初始抗菌药物
在南非，治疗C A P的初始抗菌药物选择依赖

于患者就诊的场所、年龄、过去9 0  d内是否使用

过 抗 菌 药 物 、 合 并 症 的 表 现 ( 心 血 管 疾 病 、 慢 性

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衰竭、糖尿病和HIV感染)
以 及 药 物 是 否 耐 受 。 最 近 的 系 统 性 综 述 发 现 没

有足够的试验对比不同抗菌药物在C A P中的治疗

效果 [ 1 0 4 ]，因此指导方针基于专家意见 ( 表 1 , 2 ) 。 
图1是南非成人CAP的处理流程。

合并症的存在被认为是当前指南中修改和扩

大抗生素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得到了一些研

究的支持。在这些研究中与CAP患者的病因模式及

更广泛的病原体有关 [105-108]。在Ruiz及其团队的研

究 [105]中，合并肺部疾病、肝和神经系统疾病以及

近期吸烟和酒精滥用这些条件下都有不同的病原

学。在该研究中，呼吸合并症被定为针对哮喘或

COPD，或间质性肺病；肝合并症被定义为已存在

肝炎或中毒性肝病；神经系统疾病被定义具有症

状的急性或慢性血管或非血管性脑病，伴或不伴

有痴呆。例如：在危重症中，患者伴有肺部疾病

发生革兰阴性肠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风险

高。在El- Solh等 [106]的研究中，日常生活活动指数

和肺(定义为COPD和间质性肺病)、内分泌(定义

为糖尿病)、CNS(定义为症状急性或慢性血管或非

血管性脑病)合并症有相似的病因模式。Cilloniz和

其团队 [107]的研究证实：病原体，如金黄色葡萄球

菌、肠杆菌科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流感嗜血杆

菌仅发生在一个或多个合并症的CAP患者中，合并

症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慢性心血管疾

病、神经系统疾病、慢性肝病、慢性肾病，这些

合并症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定义。此外，多种合并

症具有青霉素耐药和其他耐药肺链球菌感染的风

险[108]。

年龄<65岁，在过去的90 d内无抗菌药物暴露

或合并症的在家治疗的患者，应接受口服大剂量

的阿莫西林。年龄≥6 5岁，在过去9 0  d内有抗菌

药物暴露或合并症的在家治疗的患者，应接受口

服大剂量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或口服二代头孢菌

素。这两组患者当存在严重的β内酰胺过敏时可以

使用口服呼吸喹诺酮作为替代。

框2 WHO针对HIV感染患者的PCP病例定义

劳累后的呼吸困难或近期新出现的干咳(在最近3个月

内)、气促、发热

胸部X线片呈双侧弥漫性间质性渗出

没有细菌性肺炎的证据：听诊双侧啰音伴或不伴呼吸

音低

表1 CAP抗菌药物经验性选择

地点 途径
<65岁，在过去90 d内无抗菌药

物暴露和合并症

≥65岁，在过去90 d内有抗菌

药物暴露或合并症*
替代

门诊 PO 阿莫西林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或二代头孢

菌素

莫西沙星或左氧氟 

沙星

住院(非重症) PO/IV 氨苄西林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或头孢呋辛

或三代头孢菌素

莫西沙星或左氧氟 

沙星

住院(严重/ICU) IV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或头孢呋

辛或三代头孢菌素联合大环内

酯/氮杂红霉素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或头孢呋辛

或三代头孢菌素联合大环内酯/

氮杂红霉素

莫西沙星或左氧氟沙

星联合阿莫西林-克拉

维酸或三代头孢菌素

*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衰、糖尿病、HIV感染。PO：口服； IV：静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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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AP处方抗菌药物的剂量和给药路径

抗菌药物 途径 剂量 给药频次

青霉素类

苄星青霉素(肺链链球菌MIC ≤0.5 mg/L) IV 2 MU 6 hourly

苄星青霉素(肺链链球菌 MIC ≤1 mg/L) IV 4 MU 6 hourly

苄星青霉素(肺链链球菌 MIC ≤2 mg/L) IV 4 MU 4 hourly

阿莫西林 PO 1 g 8 hourly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PO 1 g 8 hourly

PO 2 g SR 12 hourly

IVI 1.2 g 8 hourly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加 阿莫西林 PO 375 mg/加500 mg 8 hourly/8 hourly

氨苄西林 IVI 1~2 g 6 hourly

头孢菌素 PO 750 mg 8 hourly

头孢呋辛酯 IVI 1.5 g 8 hourly

头孢呋辛酯 PO 400 mg 12 hourly

头孢泊肟 IVI 1~2 g 24 hourly

头孢曲松 IVI 1~2 g 8 hourly

头孢噻肟 IVI 600 mg 12 hourly

氟喹诺酮类

莫西沙星 PO 400 mg Daily

IVI 400 mg daily

左氧氟沙星 PO 750 mg/500 mg 每天/12 hourly

IVI 750 mg/500 mg 每天/12 hourly

大环内酯/氮杂红霉素

红霉素 PO 500 mg 6 hourly

IVI 1 g 6 hourly

克拉霉素 PO 500 mg 12 hourly

PO 1 g XL 12 hourly

IVI 500 mg 12 hourly

阿奇霉素 PO 500 mg Daily

IVI 500 mg Daily

四环素类

多西环素 PO 200 mg/100 mg 200 mg负荷剂量，之后 

100 mg 12 hourly

碳青酶烯类

厄他培南 IV/IM 1 g 每天

IVI：静脉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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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入院治疗的患者应使用静脉氨苄西林或青

霉素作为首选，除非年龄≥6 5岁、近期有抗菌药

物暴露或存在合并症，此时应使用阿莫西林-克拉

维酸、头孢呋辛或一种三代头孢菌素(头孢曲松或

头孢噻肟)。替代方案是使用呼吸喹诺酮，其口服

和静脉给药效果相同[109]。

在肺炎球菌或非肺炎球菌导致的更严重的肺

炎患者中，包括在重症病例里，有一些新的证据

表 明 抗 菌 药 物 的 联 合 使 用 ， 最 常 见 的 是 大 环 内

酯 联 合 标 准 的 β 内 酰 胺 治 疗 ， 比 单 药 治 疗 有 更 好

的结果 [ 1 1 0 - 1 1 1 ]。近期重症 C A P 患者的系统综述和

Meta分析对比了联合大环内酯方案和其他策略，

清楚地表明相比于没有大环内酯在内的方案，包

含大环内酯的方案病死率显著降低，甚至在根据

风险评估校正后的所有资料汇总后，临床获益有

更显著的差异 [ 1 1 2 - 1 1 3 ]。与其他方案对比，使用大

环内酯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在重症患者中的病死率

获 益 ， 在 C A P 插 管 患 者 [ 1 1 4 ]和 重 症 脓 毒 症 C A P 患

者的生存性研究中得到证实，后者甚至在大环内

酯 耐 药 ( 例 如 大 环 内 酯 耐 药 的 肺 炎 球 菌 和 革 兰 阴

性菌)的C A P感染人群中进行评估 [ 1 1 5 ]。因此，重

症 肺 炎 患 者 应 该 接 受 阿 莫 西 林 - 克 拉 维 酸 、 头 孢

呋辛、一种三代头孢(头孢曲松或头孢噻肟)菌素

联 合 大 环 内 酯 / 氮 杂 类 红 霉 素 的 治 疗 。 重 症 C A P
的替代方案是呼吸喹诺酮，它们应该联合其他药

物 ， 最 常 见 的 是 β 内 酰 胺 。 在 收 入 院 的 C A P 患 者

中，抗菌药物在入院后 4 ~ 8  h 内启动与校正 的短

程病死率降低有关 [113]。

• Fever AND/OR
• Breathlessness AND/OR
• Tachycardia AND/OR
• New focal chest signs

Diagnosis of CAP

NO

Treatment

Young - no comorbid illness
High-dose amoxicillin

Alternative in settings of low 
macrolide resistance for severe 

beta-lactam allergy 
Macrolide/azalide

Elderly ≥65yrs + comorbid illness
Amoxicillin-clavulanate or 2n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Confirm CAP with CXR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s as indicated
• Sputum Gram stain & culture
• Blood culture
• Thoracentesis for pleural effusions
• Xpert MTB/RIF
• Haematology & biochemistry

YES

Age ³65 yrs
Comobidity

Treatment

Amoxicillin/Ampicillin

Treatment

Amoxicillin/clavulanate or 
2nd or 3r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

Macrolide/azalide

Treatment

Amoxicillin/clavulanate or 2nd or 
3r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and
Macrolide/azalide

YES

NO

NO

YES

§ CRB-65 ≥1 
§ Elderly
§ Comorbidity
§ Cyanosis 
§ Complications e.g. pleural 
effusion 
§ Poor socio-economic 

status

Severe CAP based on:

Decision to
hospitalise based on any 

of the following: 

CURB-65 Severity Score*
1 point for each of:
- Confusion
- Urea >7 mmol/L
- Resp Rate ³30 breaths/min
- Low BP (BP <90 mmHg, and/or DBP £60 mmHg)
- Age ³65 years

*CRB-65 score 1 point for each except  urea

• Clinical assessment
• CURB-65 ≥2 

Figure 1. Algorithm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adults in South Africa. This figure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ext.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S Afr Med J 2007; 97: 1295 – 1306). 

CAP 的诊断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治疗

治疗

阿莫西林 / 氨苄西林 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或二
代头孢或
三代头孢 ± 大环内酯 /
氮杂红霉素

年龄≥ 65 岁 
合并症

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或
二代头孢或
三代头孢 + 大环内酯 /
氮杂红霉素

治疗 治疗

*CRB-65 评分是除血尿素外，每项 1 分

CURB-65 严重程度评分 *
下列每项 1 分：

• 意识障碍
• 血尿素 >7 mmol/L
• 呼吸频率≥ 30 min−1

• 低血压 (BP<90 mmHg 和 / 或 
DBP ≤ 60 mmHg)

• 年龄 ≥65

• 发热 伴 / 不伴
• 呼吸困难 伴 / 不伴
• 心动过速 伴 / 不伴
• 新发胸部特征

• CRB-65≥1
• 老年
• 合并症
• 发绀
• 并发症，例如胸腔积液
• 社会经济学状态差

基于下列条件
决定收入院：

有 CXR 确诊 CAP 的患者

特殊检查的项目：
• 痰标本革兰染色和培养
• 血培养
• 胸腔积液穿刺引流术
• Xpert MTB/RIF
• 血液学和生物化学

年轻、无合并症：
大剂量阿莫西林

β 酰胺严重过敏，大环内酯耐药低
情况下的替代方案：

大环内酯 / 氮杂红霉素

年龄 ≥65 岁伴 / 不伴合并症：
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或二代 

头孢菌素

基于下列条件诊断严重 CAP：
• 临床评估
• CURB-65≥2

图1 南非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处理流程
本图应结合文字一起阅读。经《南非医学杂志》(the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授权许可改编(S Afr Med J 2007;97:129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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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额外的考虑
在青霉素耐药高的肺炎链球菌(PR SP)流行区

域，药代动力学加强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2 g阿莫

西林-125 mg克拉维酸，12 h一次)是更好的选择。

这些处方的临床研究表明：97.1%的病原体对红霉

素耐药(红霉素MICs >1 mg/L)，该处方也表明对

于对阿莫西林不敏感(阿莫西林MICs >4 mg/L)的

PRSP分离株有86.7%的治疗成功率[116]。

严重的大环内酯耐药妨碍了这些药物在低大

环 内 酯 耐 药 的 地 区 的 常 规 单 药 使 用 ， 如 年 轻 患

者 及 最 近 没 有 使 用 过 这 些 药 物 ， 而 可 以 使 用 它

们 的 成 年 人 ， 特 别 是 在 严 重 β 内 酰 胺 过 敏 时 。 大

环 内 酯 / 氮 杂 类 红 霉 素 / 四 环 素 也 可 以 在 疑 似 或

已 知 感 染 了 “ 非 典 型 病 原 体 ” 的 情 况 下 单 独 或

联合使用。

建议：

 年龄<65岁，在过去的90 d内未用过抗菌

药物或无并发症的在家接受治疗的患者

推荐接受大剂量阿莫西林口服。(A II)
 年 龄 < 6 5 岁 ， 在 过 去 的 9 0  d 内 未 用 过 抗

菌药物或无并发症的在家接受治疗的患

者，当所在区域大环内酯耐药率低而存

在严重β内酰胺过敏的情况下，推荐接受

大环内酯/氮杂类红霉素口服。(A II)
 年龄≥65岁，在过去的90 d内使用过抗菌

药物或存在并发症的在家接受治疗的患

者，推荐接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或二代

头孢菌素口服。(A II)
 由于高龄、个人或家庭情况、不适宜家

庭护理或不良社区环境且无严重肺炎而

入院的患者，可以采用上述的口服抗菌

药物治疗。(A II)
 年龄<65岁，在过去90 d内未曾接受抗菌

药物，或不存在并发症的需要住院治疗

的患者，推荐静脉应用氨苄西林或青霉

素(如果IVI氨苄西林不可用)。(A II)
 年龄≥6 5岁，在过去9 0  d内曾接受抗菌

药物，或存在并发症需要住院治疗的患

者，推荐静脉应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或

头孢呋辛或一种三代头孢(头孢曲松或头

孢噻肟)。(A II)
 重症肺炎的患者应接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或头孢呋辛或一种三代头孢菌素(头孢曲

松或头孢噻肟)联合一种大环内酯。(A II)
 喹诺酮类药物(莫西沙星或左氧氟沙星)是

替代治疗，但是因为其具有抗结核分枝

杆菌活性，因此不应作为 C A P的一线治

疗。可用于严重β内酰胺或β内酰胺/大环

内酯的替代治疗，但是应保留作为无其

他替代治疗方案后的选择。(A II)
 对于确诊 C A P的患者，抗菌药物应尽早

使用，最好在进入急诊单元时。(A II)

8.3  病因性治疗
尽管C A P的病原体仅仅在少数病例中明确，

但是明确病原体是非常重要的，可促使改用窄谱

的抗菌药物来进行有效的治疗。但病原生物对初

始治疗耐药时，有必要使用广谱药物。尽管标准

的药物也可用于耐药高的患者，但不应像经验性

治疗那样使用两种药物。

头孢洛林酯是一种新的、广谱头孢菌素，具

有抗革兰阳性菌的的活性，包括耐甲氧西林的金

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 l l 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 re u s，M R S A )和肺炎链球菌，也包括革兰阴性

菌。两项注册的研究综合分析(头孢洛林酯对比头

孢曲松治疗住院患者 C A P 的试验，即 F O C U S 1 和

FOCUS2对比头孢曲松和头孢洛林在治疗需住院的

成年CAP患者的差异，发现头孢洛林组治愈率高于

头孢曲松组，且患者对这种药物耐受良好，安全

性与头孢曲松类似 [117]。头孢洛林应作为微生物学

确诊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青霉素MIC≥8 mg/L)或

MRSA患者的备选药物。

厄 他 培 南 是 一 种 碳 青 酶 烯 药 物 ， 具 有 很 好

的 体 外 抗 菌 活 性 ， 一 般 来 说 是 与 C A P 相 关 的 细

菌 ， 例 如 肺 炎 链 球 菌 、 甲 氧 西 林 敏 感 的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s t a p h y l o c o c c u s  a u r e u s ， M S S A ) 和 许

多嗜血杆菌属的细菌、包括产超广谱β -内酰胺酶

(e x te n d e d - s p e c t r u m  β - l a c t a m a s e， E S B L) 菌株在

内 的 肠 杆 菌 科 细 菌 和 厌 氧 菌 。 对 于 需 要 肠 道 外

给药治疗的C A P而言，在两个注册的研究中对比

了 厄 他 培 南 和 头 孢 曲 松 的 安 全 性 和 有 效 性 ， 表

明厄他培南1  g，1次/ d给药对于治疗中到重度的

收 治 入 院 的 C A P 有 很 好 的 效 果 [ 1 1 8 ]。 厄 他 培 南 应

作为微生物学确诊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如产 E S B L
菌株)的C A P患者的备选药物。

建议：

 当微生物检测明确病原生物时，抗菌药

物应该变为窄谱药物，从而有效治疗病

原体。(A II)
 头孢洛林被推荐用于微生物检测确定的耐

青霉素肺炎链球菌(青霉素MIC≥8 mg/L)
或MRSA的治疗。(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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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他培南建议用于微生物检测确定的耐

药肠杆菌科细菌(如产ESBL的病原体)的

直接治疗。(A I)

8.4  何时增加针对 PCP 和 TB 的治疗
WHO对HIV患者中PCP的病例定义见框2。HIV

感染患者符合这些标准或P CP特异性检查阳性应

初始给予口服或静脉复方甲噁唑(20 mg/kg TMP和 
100 mg/kg SMX/d单次服)，和泼尼松40 mg，2次/d， 
用5 d，后改为40 mg/d，治疗5 d，然后20 mg/d，治

疗11 d。

建议：

 当患者符合WHO病例定义时应该增加PCP
的经验性治疗，而且不应该因痰标本免疫

组化染色结果阴性而拒绝使用。(A II)
 经验性治疗TB极少需要根据初始试验结

果进行，除非C X R有粟粒性表现或患者

病情严重且怀疑TB时。(A III)

8.5  何时增加针对流感的治疗
南非的流感季节通常开始于6月初一直到9月  

底。从 t h e  Na t i o n a l  In s t i t u te  f o r  Co m m u n i c a b l e  
D i s e a s e s  w e b s i t e  ( w w w. N I C D. a c . z a) 可获取最新

的 资 料 。 在 流 感 季 节 ， 任 何 重 症 肺 炎 的 患 者 都

应 考 虑 流 感 ， 特 别 是 有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伴 或 不 伴

有 C X R 上 双 侧 弥 漫 性 渗 出 病 史 者 [ 1 1 9 ]。 如 果 这 些

患者中疑似流感，应初始给予奥司他韦(75 mg，  
2 次 / d ) [ 1 2 0 - 1 2 1 ]， P C R 检查鼻咽拭子。重症流感特

殊 的 危 险 因 素 是 妊 娠 、 免 疫 功 能 低 下 ( 包 括 糖 尿

病 和 H I V 感 染 ) 、 肥 胖 和 慢 阻 肺 、 心 血 管 、 神 经

系统疾病以及年龄>65岁 [122-123]。

建议：

 在流感季节，对于任何重度肺炎的患者

都应给予奥司他韦，如果鼻咽拭子 P C R
结果阴性可以停药。(A II)

 在流感季节，对于任何中度 C A P患者若

存在严重疾病的特异性风险且怀疑存在

流感，则应该给予奥司他韦，如果鼻咽

拭子PCR结果阴性可以停药。(B II)

9  辅助治疗

C A P患者具有高病死率，特别是需要入院治

疗的患者，即便在ICU中CAP病死率仍然很高，甚

至抗菌药物治疗有效仍然如此。为了发现有效的

辅助治疗用来和抗菌药物一起来改善预后，一直

有研究在进行 [124-126]。多种药物被推荐或试验，但

是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9.1  他汀类
已有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表明他汀类可以

降低CAP风险伴或不伴有病死率的降低 [127-130]，但

是没有足够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建议其常规使

用来预防CAP或改善病死率。唯一的随机、双盲、

安慰剂对照干预研究调查了他汀类对于需要转诊

到医院就诊的CAP患者的影响，发现其与细胞因子

水平降低无关，与这些患者临床稳定时间的缩短

无关[131]。

9.2  糖皮质激素
一 些 近 期 的 研 究 和 M e t a 分 析 测 量 不 同 的 终

点 ， 发 现 在 重 症 收 入 院 的 C A P 患 者 中 辅 助 糖 皮

质激素有明确的获益 [ 1 3 2 - 1 3 9 ]。对这些研究和系统

综 述 中 产 生 的 数 据 进 行 回 顾 研 究 [ 1 4 0 ]， 其 中 一 个

是Siemieniuk和其同事进行的 [138]，他广泛查阅文

献 ， 分 析 所 有 可 能 的 获 益 和 潜 在 的 风 险 ， 在 个

别 研 究 中 使 用 工 具 评 价 风 险 偏 倚 、 发 表 偏 倚 ，

使 用 G R A D E 系 统 评 估 证 据 的 可 靠 性 和 质 量 ， 最

后 评 估 中 到 高 质 量 证 据 [ 1 3 8 ]， 结 果 表 明 使 用 糖 皮

质 激 素 与 低 病 死 率 相 关 ( 仅 在 重 症 C A P 组 有 显 著

性 ) 、 可 以 减 少 机 械 通 气 的 使 用 ， 降 低 A R D S 的

发 生 率 、 临 床 稳 定 的 时 间 ， 缩 短 住 院 时 间 。 对

于 糖 皮 质 激 素 的 使 用 仍 然 有 一 些 没 有 回 答 的 问

题 ， 包 括 哪 些 C A P 患 者 最 可 能 获 益 、 使 用 哪 种

糖 皮 质 激 素 、 什 么 剂 量 、 用 多 久 。 然 而 ， 这 些

多 样 的 研 究 和 系 统 综 述 表 明 这 些 需 要 收 入 I C U
的 重 症 C A P 患 者 中 ， 有 非 常 高 的 炎 症 指 标 ( 例 如

CRP>150 mg/L)、因休克需要使用血管升压药支

持 的 患 者 最 可 能 获 益 [ 1 4 0 ]。 推 荐 方 案 是 甲 泼 尼 龙 
0.5 mg/kg/12 h或相当于这个剂量，使用5 d [135]。

RCTs研究中也纳入了糖尿病[141]和接受长程糖皮质

激素的患者，HIV感染的患者资料有限。

建议：

 没有足够的证据建议常规使用他汀类来

预防和治疗CAP。(A I)
 大环内酯联合β内酰胺治疗对于需要收住

ICU的重症肺炎患者有更好的预后，这可

能与大环内酯的抗菌活性有关，也可能

是由于其抗炎症和免疫调节作用。(A II)
 当患者因重症CAP需收住ICU治疗时，应

该考虑使用糖皮质激素[例如，甲泼尼龙

0.5 mg/(kg·12 h)或等价药物]，但需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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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流感或者结核，或者之前3个月内

存在消化道出血的患者。(A I)

10  重症 CAP 患者

同一个地区需要收入院的C A P患者病死率为

12%，而在这些人中需要转入ICU的病死率>30% [142]。

显 然 转 诊 的 原 因 是 需 要 使 用 机 械 通 气 且 出

现脓毒症休克。另外， C U R B - 6 5≥3 分的患者应

评估转入 I C U的必要。然而，临床判断很重要，

高龄或免疫低下的患者即使评分低也有理由转入

ICU[143]。

导致重症C A P的病原生物有肺炎链球菌、军

团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病毒例

如 流 感 ( 特 别 是 没 有 接 种 疫 苗 的 患 者 、 哮 喘 、 肥

胖 、 免 疫 功 能 低 下 和 妊 娠 ) ， 和 其 他 非 重 症 的 病

原生物相似。然而，其他微生物也很重要，特别

是在特定的临床或地理条件下，如流感 H 5 N 1 和

H7N3，SAR S，MER SCoV，汉坦病毒，耶氏肺孢

子菌，肠道革兰阴性杆菌(高龄、吸入)，MSSA或

MRSA(流感、旅行、糖皮质激素使用、糖尿病)和

结核分枝杆菌。

潜在有效的干预措施对任何重症脓毒症和机

械通气的患者都适用，在没有肺损伤的情况下恢

复足够的氧合[144-145]。

给予诊断后应尽早使用抗菌药物，最好是在

急诊。与上面描述相似，对于所有的重症肺炎都

应该静脉使用大环内酯，特别是那些有脓毒症休

克表现的患者，因为其具有免疫调节的效果，也

因为可以覆盖肺炎军团菌，无论初始是否疑似。

然而，在住院患者中经验性覆盖其他非典型病原

体例如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并没有发现对生

存率或临床效果的改善 [146]。在流感季节，对于任

何重症肺炎疑似流感的患者都应该初始给予奥司

他韦，一旦P CR排除则立即停药。对于流感性肺

炎，越早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预后越好[147]。

重 症 肺 炎 本 身 就 是 A R D S 的 一 种 早 期 表 现 。

然而，弥漫渗出是 A R D S 的表现，这不是抗菌药

物失败而是毛细血管渗出。当诊断无法明确的时

候，特别是免疫抑制伴有双肺渗出的患者，肺孢

子菌PCR不可用时，包括CR P，PCT，proBNP，

BDG[血浆(1,3)-β-D-glucan，β-葡聚糖]在内的生物

标志物对于阐明病因和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处

方是有帮助的。生物标志物也可以帮助明确抗菌

药物是否有效。CRP的降低一般表明抗菌药物是适

宜的，尽管可能存在影像学特征的进展[148]。

11  静脉向口服转换 (IVPOS) 和抗菌药物
疗程

早期抗菌药物IVPOS是抗菌药物管理的核心支

柱，可以减少花费、静脉置管的感染，而且有助于

减少住院天数[149]。许多研究[150-151]表明：当患者临

床稳定的情况下治疗由静脉改为口服是安全的。临

床稳定的定义是多样的，典型的定义见框3[151]。

对于微生物确诊和没有确诊的C A P患者的抗

菌 药 物 治 疗 准 确 疗 程 没 有 强 有 力 的 证 据 可 以 告

知。治疗的疗程应基于患者的临床反应和病原体

来决定。当发热快速缓解，临床改善5~7 d后，可

以安全的停用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6]。

当患者临床改善缓慢，或有确诊的如铜绿假

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或革兰阴性的肠道细菌

时，可能需要延长抗菌药物疗程。

建议：

 当 患 者 的 血 流 动 力 学 稳 定 ， 呼 吸 频 率 
<25 min−1，体温<37.8 ℃和能够接受口服

药物时，可以将静脉改为口服治疗。(A I)
 对于在社区治疗的患者和大多数因低或

框3 CAP患者临床稳定能够安全的从静脉改为口服的
特征

血流动力学稳定

心率<100 min−1

不需要静脉补液

呼吸稳定

呼吸频率<25 min−1

不吸氧的时候氧合>92%

不发热，体温<37.8 ℃

无谵妄

能够口服药物

患者能吞咽

没有呕吐

没有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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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严重且无并发症的肺炎入院治疗的

患者，建议抗菌药物使用5~7 d。(A II)
 对于特殊临床情况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菌血症的患者治疗疗程可延长超过14 d。

(A II)
 确诊军团菌肺炎的患者应该使用阿奇霉

素治疗7 d。(A II)

12  急性并发症

大部分肺炎患者可以通过适宜的抗菌药物和

支持治疗治愈。然而，有些重要的CAP并发症需要

特别的处理。无论何时，当患者对治疗没有足够

的应答，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并发症，尽管一些患

者表现为一般情况和全身症状的延迟。CAP并发症

的诊断通常会延迟，临床医生应该设定一个较低

的阈值来进行调查。

12.1  类肺炎性胸腔积液和脓胸
胸腔积液发生在至少40%的细菌性CAP中，通

常量少 [152]。它们的特点是化学成分渗出以及中性

粒细胞进入胸腔。大部分积液都是非并发症，治

疗肺炎后可以解决。然而，如果细菌侵入胸腔，

会造成类肺炎性胸腔积液或脓胸。中性粒细胞可

以在厌氧环境下利用糖导致胸腔积液酸性，并且

中 性 粒 细 胞 裂 解 会 增 加 胸 腔 积 液 中 的 L D H 的 浓

度，通常高达1 000 IU/L。胸腔积液有细菌感染的

证据时，发展为脓胸，表现为胸腔有脓性表现伴

或不伴有革兰染色可见细菌。通常不需要阳性的

培养结果用于诊断，有许多理由，包括胸腔中的

厌氧菌很难进行培养。胸腔积液特有的腐烂气味

是考虑厌氧菌感染诊断的典型特点。

对于没有得到解决的CAP患者，任何CXR上出

现胸腔积液的增加应尝试诊断性胸腔穿刺术。液

体符合下列任何一个应考虑渗出液，如果所有都

不存在应考虑漏出液(Light’s标准)[153]：

 胸腔积液血清蛋白比例>0.5；

 胸腔积液LDH比例>0.6；

 胸腔积液LDH>上限2/3正常血清值。

在最近的一些系统综述中，胸腔积液胆固醇

增加超过55 mg/dL，胸腔LDH增加超过200 U/L，

相比Light’s标准有更好的阳性或阴性比例用于渗出

液和漏出液的鉴别[154]。

胸腔积液pH值低相比胸腔积液低糖更能预测

并发性渗出(需要穿刺)。在一些病例中，胸腔积液

pH<7.2一般需要紧急穿刺，如果pH为7.2~7.3有理

由进一步观察，如果pH>7.3表明可单用全身性的

抗菌药物 [155-156]。在所有并发胸腔积液或脓胸病例

中通过肋间置管引流都是必要的。近期的国际指

南强烈建议在所有胸腔积液穿刺过程中常规使用

超声辅助。

建议：

 最初几天的经验性治疗失败或初始改善

后恶化者应该重复行CXR。(A II)
 如果动态C X R检查发现渗出或肺脓肿，

应该考虑进一步行CT或胸部超声。(B II)
 大量胸腔积液应该及时进行诊断性胸腔

穿刺术以排除脓胸。(A II)
 在 所 有 类 肺 炎 性 胸 腔 积 液 或 脓 胸 病 例

中，胸腔穿刺引流是必要的。(A II)

12.2  肺脓肿
肺脓肿定义为肺组织空洞坏死。急性的肺脓肿

症状时间短、胸部影像进展迅速，但很少由CAP并

发。危险因素包括免疫抑制、不适宜的抗菌药物选

择、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感染。急性

肺脓肿应该和慢性脓肿(表现为在几周或几个月内

症状不明显)进行鉴别，后者最常见于虚弱或嗜酒

的患者，或者是轻度意识障碍或吞咽功能障碍后的

误吸。口腔卫生状况差的患者感染厌氧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革兰阴性肠杆菌或咽峡炎链球菌(以前

称为米勒链球菌)应该考虑这种情况。

建议：

 诊断为 C A P并发肺脓肿的患者应该接受

长 疗 程 的 抗 菌 药 物 治 疗 ， 通 常 4 ~ 6 周 ，

同时配合物理疗法以有效地进行体位引

流。(B II)

12.3  心血管事件
C A P患者可能会出现心血管事件这是一种新

的 认 识 ， 一 项 关 于 C A P 患 者 中 心 脏 变 化 的 研 究

正 在 南 非 进 行 [ 1 5 7 ]。 这 些 心 脏 事 件 包 括 急 性 心 肌

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 ion，AMI)、新发或

心力衰竭加重、新发或心律失常加重，这些可以

单独或联合出现，在所有病因的C A P中都得到确

认，也包括肺炎球菌CAP[158-163]。这些心血管事件

在老年人中更常见，这些人群可能有心脏或其他

危险因素，也有证据 [162]表明这些事件也可以在没

有临床心脏疾病病史或明显额外的危险因素的年

轻患者中发生。关于机制，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

到血小板活化在与AMI相关的CAP中扮演的核心地

位，增加抗血小板作用药物在其他药物中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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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例如阿司匹林，对于预防这些事件有益，在

至少一个老年人群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 1 6 4 - 1 6 6 ]。此

外，肺炎球菌C A P患者中心脏事件的病因越来越

被人们认识 [ 1 6 7 - 1 6 8 ]。建议对任何心血管公认危险

因素或临床治疗失败出现并发症的C A P患者评估

发 生 心 血 管 事 件 的 可 能 性 。 重 要 的 是 ， 发 生 这

些事件的C A P患者会存在急性较差的预后，也会

在 长 期 随 访 中 存 在 较 差 的 预 后 和 心 血 管 事 件 的

高风险 [ 1 6 9 - 1 7 1 ]。这个话题在其他地方有更详细的

回顾 [ 1 7 2 ]。

建议：

 具有公认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或者未能表

现出足够的临床恢复的 C A P患者，应该

排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可能性。

12.4  肺损伤的远期后遗症
C A P偶尔会导致支气管扩张，特别是复发或

伴有潜在的解剖或免疫缺陷。支气管扩张定义为

异常的支气管扩张和支气管树变形，以持续性的

慢性咳痰和气流受限为特征。明显感染特别是儿

童，可以导致结构的破坏，黏膜纤毛清除受损，

有利于慢性细菌感染。随着时间发展，持续性的

感染会导致支气管扩张。已知的与原发的支气管

壁损伤相关的病原体包括肺炎支原体、百日咳杆

菌、腺病毒和麻疹病毒。在高流行社区和HIV感染

人群中，结核分枝杆菌是导致支气管扩张的重要

病原体。

13  吸入性肺炎 (aspiration pneumonia)

13.1  定义
“ 吸 入 ” 是 指 大 量 外 源 物 质 异 常 进 入 或 内

源性分泌物进入下呼吸道。它可导致炎症反应，

如 果 不 进 行 任 何 治 疗 的 话 可 以 有 临 床 后 果 或 自

愈。临床表现取决于吸入物的类型和体积、吸入

的频繁程度以及宿主的免疫反应。吸入的主要症

状包括 [ 1 7 3 ]吸入颗粒物导致的气道阻塞 [ 1 7 4 ]、吸入

型肺炎(aspirat ion pneumonit i s)和吸入性肺炎 [175]

(aspiration pneumonia)。吸入型肺炎是指吸入胃内

容物(或其他有害的液体)导致的化学损伤。吸入

性肺炎 [175]是吸入定植细菌所致的口咽分泌物引发

的感染过程 [173-176]。大多数CAP病例是有上呼吸道

定植 [177]的相对有毒力的细菌轻微吸入导致的，吸

入性肺炎是指由易感性患者的下气道清除机制缺

陷所致的大量正常情况下无毒性病原体吸入而引

起细菌性肺炎综合征[178-179]。

尽管吸入型肺炎和吸入性肺炎的特征重叠，

但它们代表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表现和治

疗。所谓“温和的”肺炎(bland pneumonitis)是由

吸入呕血或肠内营养物导致的，具有C X R的浸润

影像特征和肺的炎症反应，但通常可自发缓解而

无需抗菌药物治疗 [178,180-181]。临床医生通常无法区

分吸入型肺炎或温和的肺炎与吸入性肺炎，倾向

于把所有的吸入综合征都认为是感染，导致抗菌

药物的过度使用[173]。

13.2  流行病学和风险因素
由 于 大 部 分 研 究 没 有 区 分 吸 入 型 肺 炎

( pneumonit i s)和吸入性肺炎( pneumonia) [179]，因

此，准确评估社区获得性吸入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aspirat ion pneumonia，CA AP)的患病率

因缺乏标准的病例定义而受到限制。发展中国家

的研究 [ 4 7 , 1 8 2 - 1 8 6 ]表明C A P患者中多达1 5 %是由于吸

入导致。脑卒中的患者发展为肺炎的比例升高了7
倍 [187]，其中10%是急性脑卒中，显著增加死亡风

险 [188]。CA AP的患者可能需要转入ICU [189-190]，和

非吸入性C A P相比可能需要机械通气，住院期间

的病死率和住院天数显著增加 [182,191]。

吸入的主要诱发机制包括吞咽困难和精神状

态 的 改 变 [ 1 9 2 ]， 是 声 门 关 闭 和 咳 嗽 反 射 困 难 导 致 
的 [175-176]。吞咽困难被认为是吸入性肺炎最重要的

危险因素，通常与神经和食管疾病，COPD并发[193]

和使用镇静药物等有关 [194]。酗酒和癫痫与厌氧菌

吸入性肺炎高度相关，因为意识水平下降、口腔

卫生不良、免疫功能紊乱、表现延迟 [179]。龋齿、

牙周病、牙龈炎等口腔条件增加了口腔致病菌定

植的风险，有更高的细菌负荷和较高的导致吸入

性肺炎的危险因素 [173,176,195]。老年人因为更频繁地

忽视口腔卫生 [ 1 9 6 ]和有更多的神经系统疾病 [ 1 7 3 ]发

生所以也属于高危险组[186]，此外，鼻饲-胃造口管

饲是吸入的独立危险因素[197]。

13.3  微生物学
吸 入 性 肺 炎 中 厌 氧 菌 是 占 优 势 地 位 的 ，

早 期 研 究 是 通 过 使 用 动 物 模 型 和 侵 入 性 操 作 来

验 证 的 ， 例 如 经 胸 廓 或 经 气 管 的 穿 刺 [ 1 9 8 ] 。 最

常见的分离株包括产黑色素类杆菌( Bac teroides 
melaninogenicus)和其他拟杆菌属(Bacteroides 
species)、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和消

化链球菌属(Peptostreptococcus spp)[175,199-200]，它们中

许多都能产生β内酰胺酶。这些在早期研究中被认

为和吸入性肺炎相关，如今却受到了质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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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清洁采样技术 [201]的使用以及这些患者已经

有如肺脓肿或脓胸这样的并发症 [173]。一些最近的

研究使用保护性毛刷采集严重吸入性肺炎患者下

呼吸道标本来分离细菌病原体。在这些研究中，

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

肠杆菌科细菌占主要，没有分离出致病的厌氧菌
[202-203]。在一组制度化的严重吸入性肺炎的老年患

者中，使用气管镜采样，革兰阴性肠杆菌是分离

到的主要病原菌(49%)，其次是厌氧菌(16%)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12%) [204]。这些微生物谱的改变表

明厌氧菌感染减少，这是由于社会条件和健康管

理的改善，但是与健康管理相关性肺炎病原体的

重叠表明在这些机构中吸入的发生率增加。

13.4  临床特征和诊断
吸入性肺炎的早期临床特征很难与其他病因

的CAP相区别，特别是因为吸入的时间通常无法目

击 [175]。诊断通常是依据患者的表现，伴有吸入的

倾向(例如吞咽困难或意识下降)和肺炎过程，加上

累及独立的肺段(斜卧位上叶后段和下叶背段，或

直立位下叶基底段)，特别是右肺[202-203]。没有临床

或生物化学的指标用于可靠地区分厌氧菌吸入性

肺炎和CAP [176,205]，但是下列内容提示可能存在厌

氧菌导致的肺炎[173-176,206]：

 产生恶臭痰提示有厌氧菌感染；

 进展为肺脓肿、肺坏死或脓胸，这些新

发并发症进展缓慢，在吸入事件2周后发

生。

相反，吸入型肺炎是一种急性疾病，通常在

目 击 吸 入 性 事 件 发 生 后 快 速 发 生 呼 吸 困 难 ( 吸 入

2 h以内)、支气管痉挛、CXR双侧斑片状渗出(包

括非独立的区域)、泡沫痰。缺氧是一个突出的特

点，患者可能进展为ARDS。这时可能伴有全身炎

症反应和发热、白细胞增多和心动过速，虽然没

有感染 [175,207]。基于动物模型，对于平均体重的成

人 [179]，胃内容物需要超过120 mL的吸入才能诱导

化学性肺炎，所以目击大量吸入支持该诊断。

13.5  抗菌药物治疗
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一些关于CAAP患者厌氧

菌感染的微生物学研究发现，导致了对吸入性肺炎

经验性抗菌治疗建议的变化，从使用青霉素到使用

特定的可以覆盖厌氧菌的药物，例如克林霉素、甲

硝唑、β内酰胺/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剂。80年

代和90年代初小型RCT研究对比了使用青霉素和克

林霉素治疗肺脓肿患者，明确厌氧菌肺炎使用克林

霉素有更好的治愈率[208-209]。

建议：

 急性吸入性事件，特别是在没有系统性

炎症反应或呼吸道功能修复时，不要求

给予抗菌药物治疗，即便C X R有新的渗

出。(A III)
 吸入性肺炎的患者体征和症状在吸入48 h

后持续或进展应该考虑抗菌药物治疗。

(B III)
 吸入性肺炎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常

在吸入发生后迟发，可能与化脓性的并发

症相关。该诊断意味着肺部细菌性感染，

因此有指征进行抗菌药物治疗。(A II)
 建议经验性使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一

种头孢菌素联合克林霉素或甲硝唑治疗

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B II)

14  预防 CAP 的疫苗

南 非 国 家 抗 流 感 和 肺 炎 球 菌 感 染 疫 苗 接 种

指南(t h e  S o u t h  A f r i c a n  Nat i o n a l  G u i d e l i n e s) f o r 
v a c c i n at i o n  aga i n s t  i n f l u e n z a  a n d  p n e u m o c o c c a l 
i n f e c t i o n s ) 的 实 施 ， 可 有 效 预 防 C A P ( 见  w w w. 
pulmonology.co.za)。两种肺炎球菌疫苗在南非注册

用于成人，是23价多糖疫苗(PPV23)和13价肺炎球

菌结合疫苗(PCV13)。

南非肺炎球菌疫苗接种指南和最近的免疫实

践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建议对于PPV23的指示是相似的[210]。 
简单说，PPV23建议用于19~64岁伴有下列合并症

的成人：吸烟、功能性或解剖性无脾、免疫功能

缺陷例如HIV感染、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移植的患

者。也建议用于65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

2 0 1 4年，P C V 1 3在南非注册用于成人。和其

他地方注册一样，南非初始注册将单剂量P C V 1 3
用于年龄≥50岁的成人 [211]。然而，在2015年底，

PCV13在南非注册用于年龄≥18岁的成人 [212]。在

注册中提到肺炎球菌感染的高风险组包括镰状细

胞病和HIV感染的病例无论先前是否接受过一次或

多次的PPV23，都建议接种至少一次PCV13。

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例如美国)，P C V 1 3也

注册用于≥19岁伴有合并症或免疫功能缺陷 [213]以 
及≥65岁的成人 [214]。在那些肺炎性疾病高风险因

素的人群和免疫功能缺陷的人群以及年龄≥6 5岁

老年人，建议顺序接种PPV23和PCV13。建议应该

优先接种P C V 1 3。在先前没有接种过P P V 2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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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19岁伴有高风险合并症和免疫抑制的病人，应

在接种PCV13至少2个月后接种PPV23，年龄≥65岁

则应在1 2个月后接种。如果已经接种过P P V 2 3，

PCV13则应在至少PPV23接种1年后再接种。

最近的两项临床研究证实P C V 1 3在不同条件

下对成人的临床效果。第一项研究 [ 2 1 5 ]是关于7价

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 V7)，主要用于马拉维HIV
感染成人和青少年，这些人是近期自侵袭性肺炎

球菌病中康复。这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

照 的 试 验 ， 研 究 的 活 动 臂 患 者 间 隔 4 周 先 后 接 种 
2剂P C V 7。疫苗有效性的主要终点是为预防远期

的疫苗血清型6A(血清型6A)肺炎球菌感染，有效

率为74%(95%CI 30%~90%)。另一项研究[216]在荷兰

年龄>65岁成人中开展，该研究评估了PCV13用于

预防疫苗血清型株的首次发病的效果，涉及肺炎

球菌社区获得性肺炎(主要终点)、非细菌性和非侵

袭性肺炎球菌CAP和侵袭性肺部炎症(次要终点)。

活动臂的患者给予了单剂量的P C V 1 3。疫苗有效

性的主要终点为45.6%(95.2%CI 21.8%~62.5%)，次

要终点分别为45.0% (95.2%CI 14.2%~65.3%)和75% 
(95.2%CI 41.4%~90.8%)。在研究中，其有效性持

续了将近4年。

灭活三价流感疫苗是南非唯一许可使用的流

感疫苗 [121]。由于流感病毒的自然变化，每年流行

株包括疫苗中的都会随着流感季节变化。因此，限

制了流感疫苗的有效性，流感疫苗接种的建议仅在

当年有效。流感疫苗通常在南非3月份上市，应该

及时接种，以便早于冬季提供保护。流感疫苗的有

效性依赖于接种人群的特征(年龄、健康状况)，是

否和流行的病毒匹配、该病毒是否包含在疫苗中以

及流感的类型和亚型。一般来说，流感疫苗在≥2
岁的儿童和健康人群中效果最好。和健康成人相

比，老年人(≥65岁)、<2岁儿童、严重免疫功能障

碍的患者通常对灭活三价流感疫苗(IIV)的免疫应

答反应差。然而，即使这些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可

以提供一些保护。其他产品，例如高剂量流感疫苗

和佐剂疫苗，在某些组表现出更好的效果，但是这

些疫苗在南非未上市 [217]。老年患者中，流感疫苗

可以降低严重疾病的发病率，包括支气管肺炎、住

院和病死率。IIV可以对没有严重免疫抑制的HIV
感染者提供保护 [218]。健康工作者接种可以降低被

患者传染的风险。严重流感危险的人接种可对这些

人提供直接的保护作用。此外，对于与严重流感危

险人群密切接触的个体接种疫苗可间接保护，防止

从高危险个体传播。应接受流感疫苗免疫的人群见

框4。

框4 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

不考虑妊娠阶段的妊娠期妇女，或产后

HIV感染成人

健康工作者

流感高危险人群(成人或儿童)和由于潜在的医疗条件和接受规律性的医疗照护条件下的高危险人群，例如慢性肺部(包

括结核病)和心脏疾病、慢性肾病、糖尿病和相似的代谢异常、免疫功能抑制、病态肥胖(体重指数≥40 kg/m2)

居住在养老院和慢性照护和康复机构

年龄≥65岁

6~59月龄儿童(在该组三价IIV有效性差)

6月至≤18岁长期吸入治疗

成人或儿童的与严重流感高危险个体家庭接触者

任何希望减少流感感染风险的人，特别是可能因为大规模旷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企业环境中的人

建议：

 所有≥5 0岁未免疫过的成人都应该接受

单剂的PCV13。(A II)
 所有≥ 5 0 岁接种过P P V 2 3 的成人都应该

在PP V23接种1年后接受单剂的PC V13。

(A II)

 所 有 ≥ 6 5 岁 未 免 疫 过 的 成 人 都 应 该 接

种 单 剂 的 P C V 1 3 ， 在 接 种 1 年 后 接 种

PPV23。(A II)
 所有≥65岁接种过PPV23的成人都应该在

至少1年后接种PCV13。(A II)
 年轻的(≥18岁)未免疫过的，且伴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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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包括HIV感

染的成人，应该在接种单剂P C V 1 3至少 
2个月后接种PPV23。(A II)

 年轻的(≥18岁)既往接受过PPV23且伴有

严重基础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包括

HIV感染的成人，应该在PPV23接种至少

1年以后接种单剂PCV13。(A II)
 所有在可获得流感疫苗的时期怀孕的女

性应该接种IIV3(A II)。年龄≥65岁的成

人也应该每年接种IIV3疫苗。(A I)
 所有的具有下列特殊慢性疾病的患者都

应该每年接种IIV3疫苗：慢性肺病(包括

结核病)和心脏病、慢性肾病、糖尿病和

相 似 的 代 谢 异 常 、 免 疫 功 能 低 下 ( 包 括

HIV感染的患者)、病态的肥胖患者(体重

指数≥40 kg/m2)。(A II)
 所有健康工作者都应该每年接种 I I V 3疫

苗。(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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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建议是基于现有的科学证据以及

作者的专家意见。遵守这些建议是自愿的，不对

患者中的某个个人的多样性负责。建议不能取代

医生对于特殊病人或特殊临床情况下的判断。此

外，建议并不提示高级的诊断、治疗过程或是作

为医疗处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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