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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发现
多起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感染的肺炎病例 [1]。截止 2020
年 1 月 21 日 24 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收
到国内累计报告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确
诊病例 571 例，其中北京市确诊 10 例 [2]。
现将我院收治的首例患者影像表现报道如
下，旨在提高对本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
治疗。

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确诊患者

1.1 病史
患者，男性，37 岁。主诉“发热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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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院就诊。患者发病前有武汉出差史。1
周前出现发热，体温 38℃，无畏寒、寒战，
伴干咳，肌肉酸痛。4 天前外院就诊，实验
室检查回报甲型流感病毒阴性，给予达菲口
服。患者仍有干咳，遂于 1 天前再次外院就
诊，因患者发病前到武汉出差，遂行 2019-
nCoV 核酸检测。X 线胸片示右下肺间质性
肺炎，给左氧氯沙星静点治疗一次，并续
口服达菲。今日（2020 年 1 月 21 日）患者
2019-nCoV 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现为进一步
诊治收入我院。查体：神志清楚，急性病容，
皮肤巩膜无黄染，呼吸音正常，心律齐，腹
部平坦，腹壁柔软，肝脾末触及，移动性浊
音阴性，无下肢水肿。

1.2 CT影像表现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 CT 表现见图 1。

CT平扫示双肺多发磨玻璃样阴影及条索影，
病灶以双肺下叶外带为著。

1.3 诊断的要点
本例确诊患者的诊断要点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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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男性，既往体健，发病前有武汉出差史；
（2）急性发热、咳嗽，肌肉酸痛；（3）实
验 室 检 查，2019-nCoV 核 酸 阳 性；（4）X
线胸片和 CT 提示间质性肺炎。

2 SARS的病理学及影像学表现

2.1 SARS的病理学表现
非 典 型 肺 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突出的病理变化在肺部。
早期的主要病变为肺水肿和透明膜形成；晚
期见肺泡损伤、细胞和纤维性渗出物、间质
中缺乏淋巴细胞的炎细胞浸润。镜下观察，
肺部呈弥漫性渗出性及急性出血性炎症，可
见弥漫性肺泡上皮细胞损伤，肺泡毛细血管
高度扩张充血，肺泡壁因水肿、淋巴细胞和
单核细胞浸润而明显增生，多数肺泡腔内可
见纤维素、红细胞、巨细胞及上皮细胞，部
分肺泡腔内透明膜形成。晚期见肺间质纤维
化，肺泡纤维闭塞。淋巴结内生发中心消失，
淋巴细胞减少 [3-4]。

2.2 SARS的影像学分期及分型

BA

C D

SARS 的影像学分期可分为：早期、进
展期和重症期 [3-4]。

SARS 的影像学分型可分为：肺实质局
部浸润型、实质广泛浸润型、肺间质局部浸
润型、肺间质广泛浸润型和混合浸润型 [5]。

3 SARS的鉴别诊断

3.1 过敏性肺炎  
过敏性肺炎的 CT 表现可与 SARS 相似，

常表现为密度较淡，变化快，多发性和游走
性，但病变分布以肺中带为主，周边少见。
患者症状轻，白细胞总数及嗜酸性粒细胞升
高，抗过敏治疗有效。

3.2 支气管肺炎
支气管肺炎多见于婴幼儿和年老体弱患

者，临床表现较重，多有高热、咳嗽、咳痰，
并伴有呼吸困难、紫绀及胸痛。影像可见肺
纹理增多增粗，双肺中、下肺野的内、中带
多发斑片状致密影，密度不均，边缘模糊，
密集的病变可融合成片状，并可见大小不一
的结节。SARS 肺实变密度低，边缘模糊，分

图1.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CT表现
Figure 1. Lung CT images in a confirmed case of 2019-nCoV infected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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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以双下肺野外带或外中带常见，内带少见。

3.3 特发性阻塞性细支气管炎
特发性阻塞性细支气管炎的肺下叶多

见， 周 边 分 布， 磨 玻 璃 阴 影 和 实 变 等 与
SARS 相似。但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机化性
肺炎可出现肺内结节影、淋巴结增大和胸腔
积液，而 SARS 患者少见。

3.4 间质性肺炎
间质性肺炎的影像主要表现肺纹理增

粗，模糊，可交织成网状，并伴有磨玻璃样
阴影。肺门周围间质炎性浸润，可见肺门密
度增高，轮廓模糊，结构不清。SARS 则以
肺实质炎症为主，病灶分部以双肺外带为主，
肺门一般无异常，但后期可出现间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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