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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对消化系统疾病诊治的影响

2019年12月以来由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
病毒2（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COVID-19）迅速爆发，波及全世界。截至
2020年3月8日，超过100个国家报告了超过10.5
万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和3500例死亡病例。

  因为美国在第一例报道的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粪
便标本中，SARS-CoV-2 RNA被首次检出以来，1 
SARS-CoV-2胃肠道感染的研究和报道已引起广
泛关注。2020年1月29日一项来自中国552家医
院的研究2显示, 1099名经实验室确诊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患者中，55例（5.6%）和42例（3.8%
）患者出现恶心和/或呕吐和腹泻[2]。尸检对理
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及消化系统至关重要。然
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例85岁男性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尸检报告3显示小肠节段性扩张和狭窄，这是
继发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还是之前已存在的胃肠
道疾病尚不清楚。

COVID-19对既往消化系统疾病患者的治疗具
有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合并症及合
并症数量与预后较差相关。1099例实验室确诊
COVID-19患者研究2显示，261例（23.7%）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至少合并一种合并症，其
中高血压、糖尿病或冠心病最常见。在这项研究
中，2 23例患者（2.1%）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重症患者乙肝感染阳性率高于非重症患者（2.4% 
vs 0.6%）。肝功能检测异常包括天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增高（168例[22%]/757例）、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增高（158例[21%]/741例）和总胆红素升
高（76例[10%]/72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的肝脏损伤可能是由于病毒感染肝脏细胞或其
他原因，如药物毒性和系统性炎症。4数据表明肝
损伤在COVID-19重症患者中较轻症患者更为普
遍。4然而，其他慢性肝病如非酒精性脂肪肝、酒
精相关性肝病和自身免疫性肝炎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预后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评估。

如之前SARS疫情暴发所示，肝移植可能涉及从
供体到受体的病毒感染传播风险，因此供体的筛
选和检测至关重要。5尽管在报道COVID-19患者
中许多患者有共病状态2，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是
移植受者。移植临床医生可遵循移植学会发布的
指南6，以及当地卫生管理部门关于隔离、检疫、
检测和监测从疫区返回的旅行者指南。

由于恶性肿瘤和肿瘤治疗所引起的免疫功能低
下状态，癌症患者一般更容易受感染。然而，
胃肠道肿瘤患者是否比健康人更容易感染SARS-

CoV-2仍不清楚。在最近中国癌症患者感染
SARS-CoV-2的分析中7， 1590例COVID-19中有
18例（1%）有肿瘤史, 其中3例结直肠癌病史（
结肠管状腺癌1例，直肠癌1例，结直肠癌1例）
。7目前数据显示合并肿瘤的COVID-19的患者预
后更差。因此建议，在患者个体化治疗基础上推
迟辅助化疗或择期手术，加强个人防护措施，以
及更严密的监控或治疗。7

生物制剂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是否使IBD患
者更易感染SARS-CoV-2是普遍关注的问题。目
前，在包括中国最 大的7个IBD转诊中心，拥有

表1. COVID-19流行期间IBD患者管理的主要建议

高危人群

• 使用免疫抑制剂的IBD患者
• 营养不良的活动期IBD患者
• 老年IBD患者
• 反复就诊的IBD患者
•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IBD患者
• 妊娠IBD患者

IBD患者的药物治疗

• 如果病情稳定，继续目前的治疗; 如果病情加重，请联系医生调整治疗药物
• 5-ASA可以继续使用，不增加感染风险
• 激素可以继续使用，但是要注意不良反应
• 疫区患者不建议新开始使用免疫抑制剂或增加剂量
• 生物制剂如抗TNF(英夫利昔单抗或阿达木单抗等)可继续使用
• 如果无法住院接受英夫利昔单抗输液，可改为在家阿达木单抗皮下注射治

疗
• 维妥珠单抗可以继续使用
• 乌司奴单抗可以继续使用，但新开始使用乌司奴单抗需要到输液中心就

诊，因此不鼓励使用
• 如果无法获得生物制剂，可使用肠内营养
• 除非没有其他可选择的药物，否则不建议疫区患者新开始使用托法替尼

手术和内镜

• 推迟择期手术和内镜检查
• 急诊手术和内镜检查前, 筛查COVID-19（血常规、IgM/IgG、核酸检测和

胸部CT）

IBD发热患者*

• 如有发热请与您的IBD医生联系, 如果体温持续超过38度, 做好防护可到发热
门诊就诊

• 如果不能排除COVID-19的可能, 与您的IBD医生联系是否暂停免疫抑制剂
和生物制剂的使用, 遵循当地疫情指南就诊

发热是 COVID-19最常见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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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20000名IBD患者的中国IBD精英联盟（IBD 
Elite Union）中，没有接到IBD患者感染了SARS-
CoV-2的报告。8武汉市三个最大的转诊IBD中心
（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中南医院）, 截止到本
文撰稿日期（2020年3月8日）也未报告IBD患者
感染了SARS-CoV-2。

自爆发COVID-19以来，中国已实施多项策略
以降低IBD患者感染SARS-CoV-2的潜在风险。
首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
组于2020年2月初正式发布了IBD患者管理指
南。9该指南包括如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的使
用、饮食、推迟择期手术和内镜检查，以及个
人防护等规定的实用建议，这些要点见表1。其
次，中国炎症性肠病基金会（China Crohn’s 
& Colitis Foundation，CCCF）自2020年1月
29日起组织了一个IBD专家志愿者小组，为中
国IBD患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第三，一些IBD
中心已经启动了IBD患者远程视频义诊，门诊
以及随访计划，提供IBD患者便捷有效的在线管
理，通过避免与公共区域受感染的患者密切接
触，降低SARS-CoV-2感染的潜在风险。随着全
球IBD患者对COVID-19的关注，国际非营利组
织如美国炎症性肠病基金会（Crohn’s Colitis 
of Foundation America）和英国炎症性肠
病基金会（Crohn’s Colitis UK）提供了关于
COVID-19的有用在线信息。10,11这些指导和建议
应立即提供给全球医务工作者和IBD患者。

COVID-19患者合并的消化系统疾病谱及其对
COVID-19治疗和预后的影响仍不清楚。需要进
一步分析中国卫健委建立的COVID-19队列中
的数据，这将有助于更准确地确定IBD等消化道
疾病患者感染SARS-CoV-2的风险。诊治患有合
并症患者的中国数据和中国经验将为全球范围
COVID-19患者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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