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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1

与
小
鹦
鹉
亲
密
互
动

主
人
高
烧
到3 9. 4

℃

伶俐可爱、喂养方便、互动性强的鹦鹉是
现下许多人的理想宠物之一。打开社交

媒体，时常看到有人分享将鸟宠放在手上、肩
上乃至头上亲密互动的视频。但人鸟这样和
谐的相处模式，其实可能“暗藏危机”。

前不久，成都的鹦鹉爱好者李先生才从一
场“因鸟而生”的疾病“鹦鹉热”中缓过来，在成
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结束了为期一周的住
院治疗。

李先生为何会确诊“鹦鹉热”？这是一种
怎样的疾病？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对话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何杰、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
医疗中心肝病三科主治医师陈霆，听他们详解
相关问题。

男子39℃高热不退
“元凶”竟是小鹦鹉？

李先生是幸运的，他接受了为期

一周的治疗后顺利出院，身体并未受

到严重影响，但回顾以往关于“鹦鹉

热”的报道，有患者甚至因为这一疾

病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启用了“人工

肺”ECMO。

陈霆表示，应对“鹦鹉热”最大的

难点在于确诊。因为该疾病本身较

为少见，表现又与流感、病毒性肺炎

类似，较容易被误诊，以致病人不能

得到对症、有效的治疗，延误了病情。

据他介绍，“鹦鹉热”感染的初期

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寒战、头痛、肌

肉酸痛、咳嗽等，与流感、病毒性肺炎

类似，而到了后期，该疾病可能造成

严重的肺部感染，甚至引起呼吸衰

竭，导致患者死亡。

“如果只是利用头孢、退烧药等

治疗鹦鹉热，病情不会好转，反而会

越来越严重。在不规范治疗的情况

下，鹦鹉热患者的死亡率达到10%，可

能因肝脾肿大或重症肺炎而死亡。”

何杰提醒。

不过，如果患者能在“鹦鹉热”感

染初期得到确诊，该疾病的治疗可以

取得较好成效，“通常采用四环素类

的抗生素药物就能很大程度减少病

情的重症化，维持轻症状态，大概治

疗7天至14天，症状也就好转结束

了。”陈霆说。因此，他建议医生在

接诊病人时应该询问患者和禽类接

触的历史，以辅助诊断，判断是否需

要进一步通过PCR检测、血清抗体检

测等方式，检查患者有没有感染“鹦

鹉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谭羽清宁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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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4日，在北京南宫五洲植物乐园鹦鹉
园，工作人员为鹦鹉投放应季食物。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据何杰回忆，李先生最初前来呼

吸 科 就 医 是 因 为 持 续 5 天 高 烧 到

39.4℃，并伴随着剧烈咳嗽、浑身疼

痛。在来医院前，李先生以为自己得

了感冒，服用了一些头孢和布洛芬，但

症状并没有好转。

在通过听诊发现李先生双下肺有

湿啰音，并了解到他平时咳嗽较为剧

烈、呼吸困难后，何杰判断李先生的病

情比较严重，将他收治入院。

李先生住院期间，何杰仔细查看了

他的CT，推断他或许患上了鹦鹉热，“鹦

鹉热和流感的区别在于，它的CT会出现

肺实变，里面会出现支气管充气征。而

流感的肺部表现以间质性磨玻璃样改

变为主。”

同李先生家属交流时，何杰得知他们

家有一只养了两年多的小鹦鹉，而且李先

生时常让鹦鹉在自己肩膀上、头上、手上

玩耍，还用嘴给它喂食，互动非常亲密。

后来，在医院的建议下，李先生进

行了一次无痛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和

灌洗液宏基因检测，最终被确诊得了

“鹦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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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热”是一种由鹦鹉热衣原体

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据陈霆

介绍，“鹦鹉热”又称“鸟热”，除了鹦鹉

外，家养的八哥、画眉、鸽子，野外的海

鸥、候鸟等几乎所有的禽类都可能感

染、传播这种疾病。

呼吸道传播、直接接触传播是“鹦

鹉热”的主要传播方式。例如，患病鸟

类含衣原体的羽毛、排泄物等可能形成

气溶胶，通过空气传播给人。而当触摸

患病鸟类后未洗手，衣原体则可能通过

黏膜接触，如揉眼、进食等侵入人体。

资料显示，感染“鹦鹉热”的鸟类可

能会出现腹泻症状，但也可能并不发

病，成为衣原体的隐性携带者。陈霆提

醒，隐性感染“鹦鹉热”，看似健康的鸟

类也具有传染性，而长期养在家中的鸟

虽然一般不会携带“鹦鹉热”衣原体，但

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一种是公众买

到鸟之前，它就已经感染了‘鹦鹉热’衣

原体，只是还没有发病，后面就可能发

生传染。这就是为什么强调要进行检

疫，特别是对于一些进口的宠物鸟类，

需要确保它们有隔离观察的时间。另

一种是公众以散养形式养的鸟，比如鸽

子，它们经常在外飞行，尤其可能在外

界感染衣原体。”陈霆说。

他建议，养鸟家庭在购买新鸟时，

应该选择具备合格检验检疫证明的鸟

类。而在日常打扫鸟笼或清洁鸟类居

住场所时，应佩戴口罩和手套，以防可

能存在的“鹦鹉热”衣原体通过接触传

播。清洁完成后，应该及时用消毒液洗

手，确保手部卫生。

这是2月13日在哥伦比亚卡利拍摄的两只
栗额金刚鹦鹉。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治医师何杰为李先生诊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