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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December 2019, PNEUMONIA caused by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is endem-
ic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declared that the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aused by SARS-CoV-2 i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featur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between children and adults. By referr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materi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interpret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commendation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of SARS-CoV-2 infection in children, and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pediatric cli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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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防控建议　
李楠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上海 200032　

摘　要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的肺炎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由 SARS-
CoV-2 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其儿童病例与成人的临床特征及防控办法
存在差异，通过参考目前国际大量资料，论文详细解读了儿童 SARS-CoV-2 感染流行期间的防控建议，为儿科临床医生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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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2 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一批肺炎病例，

很快被证实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引起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并逐渐蔓延至全国，乃

至全球。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2020

年第一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纳为乙类

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

制 措 施 [1]。 截 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 全 球 累 计 确 诊

COVID-19 患者 76 718 例，疑似患者 7264 例，死亡 2247 例。

截至 2020 年 4 月 19 日，中国境内累计确诊 84223 例，死亡

4642 例；境外累计确诊 2162068 例，死亡 148065 例，全球

共有 212（212/230）个国家和地区发布确诊病例 [2]。全人群

对该病毒易感，目前境内最小感染者仅仅出生 36 小时。根据

2 月 12 日公布的疫情数据，儿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人数约为

280 例，占总确诊例数的 0.47%（280/59804），远低于成人 [3]。

从目前临床资料来看，确诊儿童的症状一般较轻，在一起家

庭聚集性儿童感染的案例分析中，患儿出现发热、乏力、呕吐、

腹泻等症状，其确诊的父母亲等成人病例均出现胸闷、呼吸

困难的症状 [4]。但是儿童感染病例的发现存在难度，主要来

自患者密切接触者的排查和家庭聚集性发病 [5]，一份 10

例确诊患儿的案例报告分析显示，患儿确诊均来自疑似病例

的排查 [6]。为了更好地应对儿童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先

后发表了诸多 SARS-CoV-2 感染防控建议及共识，包括《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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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建议 ( 试行第一版 )》 [7]《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8]《9 名不足 1 岁

的新冠病毒感染婴儿的特征》 [9]《2019-nCoV 病毒感染流行

期间儿童分级防控建议》 [10]《2019 年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专家共识声明》[11] 等，以上资料为本

次疫情的有效防控和精准救治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论文

进一步解读和剖析当前对儿童在 SARS-CoV-2 感染流行期

间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策略，以更好地保护和治疗儿童群体。

2 居家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平均潜伏期为 1~14 天 [12]，基本再生数 R0

及 95%CJ 估计为 2.2C1.4~3.9)[13]。针 对其流行病学特点，中

国各省市自治区均首要提出居家隔离，建议儿童应尽量不去

人群密集、空气流通 差的场所，由此切断传播途径。其次要

保持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注意个人卫生，居室要通风清洁。

中国广东省和北京市对居室通风提出了确切的次数和时间建

议，广东省建议每天至少 2 次，每次 15~30min；北京市建议

每天 2~3 次，每次至少 30min 以 上。家庭成员应该保持生活

距离，避免交叉感染，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要及时就诊。

居家隔离期间，也要注意儿童合理营养，均衡膳食，科学运动，

保证充足睡眠时间。中中国蒙古自治区专项文件还提出要求

最小化带养人数量，减小感染风险。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也提出老人及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是感染风险最高的人

群，应尽量避免他们与孩子的接触 [14]。英国卫生部发布的防

控指南也明确指出 公众除了购买食物和寻求医疗帮助外都应

该待在家中隔离 [15]。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因疫情学校

关闭期间儿童照护措施中指出儿童应经常洗手，与他人保持

社交距离，家长应认真观察儿童健康和压力状态，落实家庭

公共场所经常接触物品表面的清洁和消毒工作，让孩子科学

运动，保持社交联系，做好儿童的健康教育，帮助孩子持续

学习 [16]。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卫生部门发布的指南中也都强调

了手卫 生、社交距离和消毒的重要性 [17-18]。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控

《通知》认为应充分发挥社区防控优势，进行社区全覆

盖的摸底排查，切实做好辖区内儿童健康监测工作，动态管理，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广东

省发布的专项文件对于儿童社区防控提出了具体要求：①重

点排查来自疫情地 区和外地返回的儿童，全部登记在册，由

社区管理，上门监管，加强疑似症状的监测和上报社区医生

做好辖区内儿童的健康管理，全面掌握儿童信息；③加强辖

区内家长、儿童的自我防护意识，提高防护能力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在疫情期间可合理调整儿童保健门诊时间，开展线上

咨询、问诊。

4 保健机构防控

各省市自治区各级保健机构应做到严格值班值守，规范

分诊救治，落实报告制度。在疫情期间合理调整儿童保健门

诊和预防接种门诊时间，暂停医疗卫生机构组织的亲子活动、

家长学校等与儿童相关的集体性活动。北京市专项文件对疫

情期间的儿童预防接种提出明确指导：①优先安排因疫情未

及时接种疫苗的补种接种前，通过网络或电话咨询方式预约

接种；③合理安排接种时间，错峰接种；④接种时家长和儿

童都要做好个人防护，与人保持安全距离，注意手卫生接种后，

密切关注儿童健康状况，如有异常，及时就医疫情期间免疫

规划疫苗推迟接种建议可参照官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发布的《给儿科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信息》中也提出将面对

面的常规保健项目改为线上远程医疗，医疗保健提供者应优

先保证新生儿护理和婴幼儿预防接种（直至 24 个月）。

5 托幼机构防控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通知》要求：托幼机构主要负

责人是本单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一责任 人，要切实做好各

项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也均强调机构负责人在开学前做好每

日上报和健康宣教工作 [19-22]。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从开园

前准备，开园后防控，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后的防控措施以

及预防性消毒四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措施，内容包括：(1) 开园

前：①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对全体教 职工进行防控知识、

技能培训；③预防性消毒；④网上教育服务与健康咨询指导

传染病防控物资储备。（2) 开园后：①及时排查动态监测；

③保持教室清洁，通风。（3) 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后的防控

措施：①疑似或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排查

规范消毒；③密切接触者应进行 14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4）

预防性消毒。另内蒙古自治区专项文件提出一日生活制度和

膳食营养管理，合理科学安排学生在校时间和饮食；其次，

特别地对卫生消毒和个人卫生提出了详细要求，要求各托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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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与中国防控按照时间规划不同的是，《行动》是从不同

主体的角度给予不同的指导，分别为：学校管理人员、教职工、

监护人及学生本人。其中前两项的指导内容与中国基本相似，

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卫 生、消毒等内容。但 WHO 指南的

特色是对学生本人的疫情防控强调了学生主体的角色树立作

用，强调在自我保护、保护他人和社区健康中做一个领导者 [23]。

另外《行动》也给出了一些防控的具体操作：①儿童可以边

洗手边唱歌，从而达到推荐的洗手时长（至少 20 秒）②对经

常洗手的儿童进行奖励；③使用玩具来角色扮演咳嗽、发热、

不舒服等，教导孩子如何应对这些情况④用手臂假装成小鸟

“拍动翅膀”来让孩子具体感受应该与别人保持的距离。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仍然开放的儿童 托

管机构相关指南》中还指出，婴儿和 2 岁以下的儿 童不适

合佩戴口罩，存在窒息的风险；儿童午睡的床 铺应尽可能

的远离，最好距离 1.83 米（6 英尺）以上，并且让同床的孩

子按以头对脚的位置睡觉。对于员工管理方面，当员工开始

出现不舒服的症状时，要保持与管理层的联系并且密切关注

自己的症状，同时托幼机构也要制定代班计划，保证员工数

量 [24]。

6 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防控措施

各省市自治区均强调在疫情暴发期间，要优化 服务流程，

落实预检分诊制度并且科学转诊。浙江省提出首诊负责制，

切实做好救治工作。另河南省提出要建立预警机制，制定应

急预案和工作流程，加强科室协作。医院预检分诊制具体表

现为：①儿童发热门诊（诊室）要有醒目的标志，与常规门

急诊出人口分开，独立设区，布局与常规门诊相同，但医务

人员要有专用通道，设置隔离留观室；②接诊后，对患儿进

行预检，测量体温并记录，仔细询问起病前两周的旅游史和

接触史；③体温正常及无呼吸道症状者，分流至儿童普通门诊；

④发热患儿（体 温 >37.3° C) 预检分诊后，发现有疫区或疫

区人员接触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接触史的，应

立即转诊到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同时对接诊处规范消毒；

⑤经病原学监测为阳性或疑似的患儿陪同人员及密切接触者，

应按规定留观。WHO 和美国发布的指南中也明确强调了医院

应切实落实分诊制度，对所有患者应保持高怀疑态度，并且

采取标准预防措施 [25]。

7 院内感染和医务人员防控

疫情期间应加强院内感染控制，减少家属探望；对医务

人员全面开展新冠肺炎病例的发现与报告、 医疗救治、院内

感染防控、密接管理、个人防护等内容的培训，提高防控和

诊疗能力。浙江省提出加强重点科室和人群的管控；北京市

提出加强各类医用物资储备。张晓波等人给出的儿科质控工

作的指导性意见（第一版）中，对医院儿科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的个人防护给出了分级规定：①一级防护：工作人员在半

污染区需穿工作服，戴一次性帽子和医用外科口罩；②二级

防护：工作人员在缓冲区、诊室、病房进行一般诊疗操作时

除一级防护措施外还需佩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医用防

护服、双层一次性手套和一次性鞋套；③三级防护：工作人

员在缓冲区、诊 室、病房进行容易产生气溶胶的操作时在二

级防护基础上将护目镜（或防护面罩）替换为全防护性呼吸

面罩或全防护性电动送风过滤式呼吸器。WHO 的指南中对于

医疗机构管理和医务人员的行政措施也给出了具体的指导，

强调医务人员培训、安全距离、 消毒、手卫生和呼吸卫生的

重要性。

8 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针对儿童人群的特点

在各防控方面制定了明确的规制。中国从居家、社区、基层

医疗机构、保健机构、托幼机构、院内感控等多方面、多层

次拉起了疫情防控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他国家主要

从居家和托幼 机构方面针对儿童群体制定了防控计划。由于

此次疫情正处于中国的农历春节，所以学生都在家中，中国

对于学校的防控围绕在复学前的准备方面，而其他国家主要

围绕在上学期间防护。目前从已发布的文件来看国际组织达

成共识的是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和消毒的重要性。

中国医院普遍设立发热门诊，可以很好的做到病患分流，

但是医院发热门诊内普通发热患儿、疑似 患儿和家长、医务

人员等混杂在一起，很可能发生交叉感染，并且很多儿童患

者症状并不典型，为此，有专家共识提出了有关儿童发热门

诊的管理指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通过设置儿童发热流感排

查区作为缓冲区域，避免由不典型的阳性病例导致的院内 感

染。另外，徐红贞等人提出可以设立感染防 护监督岗即时纠

正院内各类人员的防护不当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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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门诊设置人口、出口 单向分流来预防交叉感染。这些创

新的措施都为医院门诊防控、院内感染防控提供了思路。

目前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得

到控制，也证明了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是有效的，值得其他

国家和地区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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