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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临床及流行病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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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医院　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２．影像中心，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探讨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临床及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收集２０２０年

１月２３日—２月２０日甘肃省确诊的９１例新冠肺炎患者病历资料，分析其流行病学、临床表现以及影像学特征。

结果　９１例新冠肺炎患者分布于全省１１个地州市，其中聚集性发病１３起，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５日—２月１０日为甘肃省

新冠肺炎发病高峰区间。具有明确流行病史者６２例，其中来源于湖北疫区者１０例（１４．１％），密切接触新冠肺炎

患者引起聚集性发病者５２例（７３．２％）。临床分型轻型及普通型７６例，重型及危重型１５例。截至２月２０日，治

愈６５例（７１．４％），治疗中２４例（２６．４％），死亡２例（２．２％）。７１例临床和影像资料完整的病例中，男性３２例

（４５．１％），中位年龄４５（１～９４）岁，中位潜伏期为６（１～１３）ｄ。就诊时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发热（６０例，８４．５％）、咳嗽

（６５例，９１．５％）、咳痰（２３例，３２．４％）、乏力（２５例，３５．２％）以及气短（１０例，１４．１％）。特征性ＣＴ影像改变包括：

以磨玻璃影和／或斑片影（６５例，９１．５％），支气管充气征和／或实变影（１８例，２５．４％），晕或反晕征（１５例，２１．１％），

其中２０例（２８．２％）患者ＣＴ图像出现合并改变，包括磨玻璃影和／或斑片影合并支气管充气征和／或实变影（１１例，

１５．５％），以及磨玻璃影和／或斑片影合并晕或反晕征（９例，１２．７％）。结论　甘肃省新冠肺炎大部分病例具有明

确的流行病学特征，以输入性和聚集性发病为主，该病发病无性别差异，具有普遍易感性，胸部ＣＴ的影像学特征

有助于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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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出现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

简称新冠肺炎）病例，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其他地

区及境外也相继发现此类病例［１３］。新冠肺炎作为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规定的的乙类传染病，依据甲类传染病

管理［１］。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官方网

站（ｈｔｔｐ：／／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ｃｈｉｎａｃｄｃ．ｃｎ／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３日１０：０２，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

炎病例７６３９２例，疑似５３６５例，死亡２３４８例。有关

新冠肺炎病例的基础研究、临床资料及流行病学研

究不断涌现［４８］，但迄今少有甘肃省新冠肺炎病例临

床及流行病学研究的报道［９］。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甘肃

省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截至２月２０日甘肃省

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９１例。本研究分析截至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甘肃省确诊的９１例新冠肺炎病

例的流行病学、临床以及影像学特征，以期为后续新

冠肺炎的防控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来自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

网站（ｈｔｔｐ：／／ｗｓｊｋ．ｇａｎｓｕ．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

２月２０日向全社会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资料，新冠

肺炎患者的诊断，疾病严重程度的临床分型，出院标

准以及解除隔离标准均由甘肃省卫健委确定的两位

省级新冠肺炎诊疗专家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六版）》［１］作出，该研究已通过甘肃省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项目编号为２０２０－００９）。

１．２　研究方法　与各地州市新冠肺炎收治定点医

院相关负责人联系，收集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例资料，

分析患者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影像学的特征。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将患者流行病学史及临床、影像

资料，输入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汇总分析，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计数资料

用例（％）表示。

２　结果

２．１　流行病学特征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２月２０日

甘肃省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９１例，以１月２５日—２月

１０日为发病高峰期；涵盖１１个地州市，其中兰州

（３６例）、天水（１２例）、平凉（９例）、定西（９例）确诊病

例数位居前四位。见图１、２。通过流行病学史溯

源，共有１３起聚集性发病，分别为兰州６起、陇南、

临夏、天水、定西、白银、甘南和平凉各１起，感染以

家庭聚会、同行旅游及生活娱乐等方式与新冠肺炎

患者密切接触为主，典型聚集性发病范例见图３。

按照疾病严重程度分为：轻型＋普通型７６例，危重

型＋重型共１５例（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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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甘肃省新冠肺炎病例确诊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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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甘肃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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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临床特征　９１例新冠肺炎患者中最终获得完

整资料者７１例，其中男性３２例、女性３９例，人群普

遍易感，中位年龄４５（１～９４）岁。具有明确流行病

史者６２例，其中来源于湖北疫区者１０例（１４．１％），

密切接触新冠肺炎患者引起聚集性发病者５２例

（７３．２％），无明确流行病学史者９例（１２．７％）。中

位潜伏期为６（１～１３）ｄ，首次就诊时常见的临床症

状为发热（６０例，８４．５％）、咳嗽（６５例，９１．５％）、咳

痰（２３ 例，３２．４％）、乏力（２５ 例，３５．２％）、气短

（１０例，１４．１％）、咽喉部不适（１４例，１９．７％），相对

少 见 的 临 床症状为 流涕（６例，８．５％）、肌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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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聚集性发病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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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痛（４例，５．６％）、全身不适（３例，４．２％）、头晕

（２例，２．８％）、腹泻（１例，１．４％）、头疼（１例，１．４％）。

２．３　胸部ＣＴ影像特征　包括磨玻璃影和／或斑片

影（６５例、９１．５％），支气管充气征和／或实变影

（１８例，２５．４％），晕或反晕征（１５例、２１．１％），其中，

２０例（２８．２％）患者ＣＴ图像出现合并改变，包括磨

玻璃影和／或斑片影合并支气管充气征和／或实变影

（１１例，１５．５％），以及磨玻璃影和／或斑片影合并

晕或反晕征（９例，１２．７％）。

２．４　临床治疗结局　９１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主

要以抗病毒和中药方剂为主，其中中药方剂使用率

为９７．８％（８９例）。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治愈６５例

（７１．４％），死亡２例（２．２％），死亡患者占危（重）型

患者的１３．３％（２／１５），其余２４例继续在定点医院

接受医学治疗。

３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ＳＡＲＳＣｏＶ２）属

于β属的冠状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

常为多形性，直径为６０～１４０ｎｍ，其基因特征与

ＳＡＲＳＣｏＶ和 ＭＥＲＳＣｏＶ 有区别
［２３］。目前研究

证实，该病毒存在明确的人传人的现象［４５］，且传播

能力强［１０］，导致全国范围内确诊病例迅速增加。

本研究通过分析甘肃省卫健委官方公布的

９１例确诊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资料，总结其流行学

特征为：（１）人群普遍易感，本组病例中最小患者仅

为１岁，最大年龄为９４岁，男、女患病率无明显差

异。（２）大部分患者具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史，大多以

来自于湖北疫区或家庭聚会等方式与新冠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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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接触后聚集性发病，其中一组家庭聚集性病例

发病人数达１０例。（３）发病高峰为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５日—２月１０日，基本与全国（湖北省外）的新冠肺

炎新发病例增长趋势一致。（４）总体预后较好，本研

究中９１例新冠肺炎患者死亡２例，病死率为２．２％，

其中１例患者死亡原因与高龄、合并细菌性肺炎、高

血压病、老年性痴呆、心功能不全相关，另外１例患

者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相关。（５）临床病例主要

以轻（普通）型病例为主，推测是甘肃省确诊新冠

肺炎治疗中取得良好预后的原因之一。（６）溯源本

研究中确诊病例的治疗方案，绝大部分患者早期进

行“中医中药“的干预，推测此种治疗策略是甘肃省

病例获得良好治愈率的原因之一。目前此治疗策略

已在全国范围广为推广。

获得完整资料的７１例新冠肺炎患者中，其临床

和影像资料结果显示：（１）发热、咳嗽、乏力、咳痰、气

短为主要临床症状，多数患者首发症状以发热和／或

呼吸道症状为主，但也有患者首发症状以腹泻为主，

如本研究中１岁幼儿患者，其临床表现特征与

王劲等［１１］个案报道相符，以消化道为首发症状。此

外，临床工作中亦需甄别不典型症状，如头疼、肌肉

酸痛、全身不适、咽喉部不适症状等。（２）影像学特

征主要以双肺或单侧分布的斑片影或／和磨玻璃影、

支气管空气征、晕或反晕征为主，合并细菌感染时可

发生实变；上述相对特征性影像在部分患者中可复

合出现，迅速进展的患者可呈“白肺”改变，未见胸腔

积液和淋巴结肿大。与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的相关

研究［１２１５］结果一致。

本研究首次报道甘肃省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流

行病学、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对甘肃省新冠肺炎

的疫情防控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本研究的患者

均为非高流行区（湖北省）发病，例数较少，无法完全

代表高流行区病例的临床及流行病学特征，需要全

国多中心大样本进一步研究、阐述全国新冠肺炎疫

情特征。另外，本研究中部分患者原始临床资料或

者胸部ＣＴ不完善，仅分析７１例新冠肺炎病例的临

床表现及胸部ＣＴ影像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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