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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下呼吸道感染是儿童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严重威胁儿童健康。国内外大型医学数据库通过系统集成医学

数据，提供流行病学资料，从研究假设转化为指导临床实践的循证医学证据，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研究。

本文重点介绍世界范围内不同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用药相关医学数据库的特点，阐述其在儿童下呼吸道感

染用药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以期促进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用药数据库的建设并提高儿童下呼吸道的临床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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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s a common infectious disease in children, which is a serious 
threat to children’s health. Large-scale medical databases at home and abroad provide epidemio-
logical data through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medical data, and transform from research hypo-
theses into evidence-based medical evidence to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ug-related medi-
cal databases of different children’s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ex-
pounds its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use of drugs in children’s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rug database of children’s lower respira-
tory tract infection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s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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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下呼吸道感染(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RTI)是儿科的常见病，严重时可出现呼吸衰竭并导致

死亡。在我国，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一直稳居儿科常见病的榜首，占儿科住院患儿的 24.5%~65.2%，

占儿科门诊的 39%~65.5% [1]。据 2017 年全球疾病负担(GBD)报告显示：中国 5 岁以下患儿下呼吸道感

染疾病总负担为 1,858,788.35 人年，5~14 岁为 147,963.22 人年；5 岁以下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死亡率为

26.32/10 万人[2]。《柳叶刀》杂志最新数据显示，下呼吸道感染是导致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而肺炎是其中的主要病因，全球每年约有 93.5 万 5 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超过麻疹、疟疾和艾滋病

的总和[3]。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每年约有 1.56 亿儿童感染肺炎，其中有 1.51 亿发生在发展中

国家，中国有 0.21 亿，仅次于印度[4]。由此可看出，儿童下呼吸道感染不仅占用了我国大量的医疗资源，

给社会及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严重威胁儿童的生命和健康，因此，重视儿童下呼吸道感染

的防治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 LRTI 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发病机制复杂、病因多，受到临床医生的广泛关

注。因此大量临床研究以 LRTI 人群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涉及下呼吸道感染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

病原学、流行病学、治疗药物等研究，并建立数据库。 

2. LRTI 与数据库应用 

2.1. 下呼吸道感染数据库应用历史及现状 

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疾病数据库领域起步较早，并已经建立不同种类疾病的国家级数据

库。一类是可提取相关数据用以临床科研为目的，研究疾病的发病特点、跟踪疾病的治疗、分析影响疾

病的预后及转归因素的综合数据库。如英国通用实践研究数据库(Gener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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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D)建立[5]，截至 2009 年共注册 160 万例在英国综合性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同步记录社会人口学资

料、就诊过程、诊断信息和治疗方式。另一类是慢性病或肿瘤相关数据库，如美国的心脏病数据库(National 
Cardiac Surgeon, STS)、加拿大的新生儿协作网(Canadian Neonatal Network, CNN)和美国的牛津网

(Vermont Oxford Network) [6] [7] [8]。上述数据库都是以收集相关疾病的临床资料来建立的临床数据库，

为科研工作者临床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医疗信息技术发展起步比较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才开始建立医院

管理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然而，目前医院的 HIS 主要用于临床的医疗及管理工作，

且我国大部分数据库未连接 HIS。2015 年，我国建立了 CAP-China 中国肺炎研究网，中国肺炎研究网

(CAP-China)是一个全国多中心以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为重点的临床研究网络[9]。研究者以综合医院呼

吸、感染、危重症、急诊和普通内科临床医生为主，用于研究肺炎宿主基因易感性；中国各年龄组人群

CAP 发病率、病死率；肺炎病原谱和耐药性的动态变化；CAP 病原诊断新技术的研发、临床评估和应用

等多方面。 

2.2. 国外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用药数据库的应用及发展 

以“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or pneumonia or pulmonitis or bronchitis，database or registry，
treatment”分别作为英文关键词在 PubMed 数据库对近 30 年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4 篇相关文

献。 
最早为 1993 年加拿大儿科研究人员建立的感染协作网络(PIPNIC)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

cytial virus, RSV)综合型数据库[10]，由 9 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共同参加收集 RSV 感染患儿的人口统计学信

息、每日的临床评估、氧饱和度测定和白天接受的干预措施(支气管扩张剂、类固醇、利巴韦林、抗菌药

物、重症监护和机械通气)，旨在探索儿童 RSV 感染后不同干预措施下疾病的发展趋势。该数据库为多

中心、大样本量的研究模式，不足之处在于早期的数据库结构和收集的数据类型较为简单。 
随着研究人员对下呼吸道感染系列疾病的认知的不断加深，分化出聚焦于特定研究方向的大型多中

心下呼吸道感染数据。TAVeM 是第一项专门关注呼吸机相关性下呼吸道感染(包括肺炎和气管支气管炎)
影响的多中心、国际性和规模最大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11]。在欧洲和南美的 8 个国家(西班牙、法国、

葡萄牙、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 114 个 ICU 获取的 2960 名符合条件的患者。

该数据库通过填写网站提供的电子病例报告表记录患者信息，包括人口学特征、初步诊断、住院时间、

合并症的 McCabe 分类、生存可能性和预后等数据。后期还以此为基础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该数据库进行

挖掘，讨论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和免疫

功能低下患者与呼吸机相关下呼吸道感染的相关性。通过网络实现了高效的数据导入与数据管理。但该

数据库的入组条件为年龄 18 岁以上，缺乏对儿童呼吸机相关性下呼吸道感染的相关数据。儿童的免疫系

统尚未发育完全、年龄较小、气道等生理结构发育不成熟等特点导致下呼吸道感染易发展为重症，出现

呼吸障碍或其他脏器障碍，危及生命。呼吸机也广泛应用在儿童呼吸系统相应疾病中，目前国内外尚未

建立儿童呼吸机相关性下呼吸道感染数据库。 
2018 年七个荷兰和以色列医疗中心共同开展了 the “TAILORED-Treatment”研究，该中心通过收集

人口学统计资料、病史、临床症状、体格检查、病程、实验室检测以及诊断、入组后第 28 天的随访电话

等数据，用以开发新的工具区分病毒和细菌感染，旨在提高下呼吸道感染抗生素治疗的有效性，减少不

良事件，并限制儿童和成人出现抗菌素耐药性[12]。该数据库拥有完整的基线及随访数据，分析并反馈儿

童及成人下呼吸道感染治疗的有效率，并提出有针对性的个性化下呼吸道感染患者治疗方法。 
EPICENTER (ESPNIC Covid pediatric Neonatal Registry)是一个多中心、多学科、元数据驱动、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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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在线预期队列登记系统，专门用于新生儿和儿科 SARS-CoV-2 感染[13]。EPICENTER 旨在前瞻

性地收集住院新生儿和感染 SARS-CoV-2 的儿童的临床数据，以及受感染母亲所生新生儿的临床数据。

截至 2020 年 5 月 3 日，世界各地已有约 100 个中心加入该登记系统，各中心收集感染 SARS-CoV-2 的儿

童的人口学统计数据、临床数据、成像数据和实验室数据，用于推动新型冠状肺炎的诊断、治疗和护理。 

2.3. 国内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用药数据库的应用及发展 

通过在知网、万方文献数据库中使用以下检索词进行检索：“肺炎数据库”、“毛细支气管炎数据

库”、“下呼吸道感染数据库”、“肺炎用药数据库”、“毛细支气管炎用药数据库”、“下呼吸道感

染用药数据库”，检索到在 2004 年非典型肺炎在我国爆发时，江苏省建立了该省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数

据库[14]。该数据库的目的主要是为获取 SARS 疫情分析、控制措施评价、科学研究准确的数据源，通过

全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全省临床诊断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发病资料及流行病学调查等

资料，为江苏省 SARS 疫情控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该数据库是聚焦于 SARS 这一特定病毒导致的下呼

吸道感染疾病的数据库，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且局限于江苏省地区，样本量相对偏小，建立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卫生防疫，为并非临床研究。 
2020 年，不同治疗模式对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疗效的注册研究(RSCLR 项目)的建立填补了国内区域性

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疗效数据库的空白。该研究在全国范围内 37 家研究点开展，收集就诊的 14 周岁及以

下患有下呼吸道感染的儿童的数据信息，包括患儿人口学资料、社会学资料、临床特征、使用或合并使

用药物改善呼吸道症状等。该数据库根据临床实际进行，对真实世界中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疾病特征与

治疗模式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国内外下呼吸道感染用药相关的数据库较少，多由临床具有资质的医生收集特定数据后，

通过提取符合标准的患者数据，然后分析下呼吸道感染疾病特征从而指导该疾病的治疗及用药。与国外

已建立的下呼吸道感染用药数据库系统相比，我国数据库系统在儿童下呼吸道感染领域的应用还处于起

步阶段。 

2.4. 综合型数据库在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用药中的应用 

国内外医疗机构都有电子病例记录数据库、医疗处方数据库或者是国家大型综合数据库。国家大型

综合型数据库在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用药中的应用多为解决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和误用的公共卫生问题。从

中提取儿童下呼吸道感染数据分析或者进行文献链接的相关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从而降低不适当的抗生

素处方使用率，同时加强抗菌药物管理。例如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使用日本国家住院数据库，从中提取

了来自 766 家医院的 2010~2014 年患有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 3 个月至 15 岁儿童的出院记录[15]。回顾性

调查了抗生素使用的趋势。该数据库通过住院期间患者的诊断和程序的组合来对患者进行分类。总体而

言，该研究通过该国家综合数据库分析了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抗生素总使用量、各类抗生素的使用情

况等。 
另一类临床研究都是基于单一医院群体的小规模研究，即一所大学医院及其附属设施。国家综合数

据库应用的推行可用于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两者相较来说后者的研究更能指导临床用药。国家综

合大型数据库数据来源广、可分析数据多，可以通过提取其中各种类型的数据来执行不同的功能。但在

使用这些公共数据库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各数据库有不同特点和局限性。 

3. 展望 

儿童下呼吸道感染数据库和大型综合医学数据库的出现，在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的支持下，从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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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生成和多样化的数据集中发现价值，已成为医学技术领域实施科学管理和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能

够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疗和护理。数据库技术的出现可以更高效地存储和提取病历和随访数据，为医务

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分析、利用这些数据资源进行科学管理、决策和开展大规模、高水平医学研究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工具。因此，数据库技术在医学信息方面的应用就具有更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推动临床数据库建设和应用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关键因素。 
世界各国对儿童下呼吸道感染均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用药个体化、规范化和精

准治疗的开展存在一定困难，亦无法为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治疗提供循证医学支持，故建立大型地

方或国家级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用药医学数据库可以提供和实现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用药数据的调研、存储、

挖掘、共享。如何实现高效的数据导入、高质量的数据管理和维护，以及跨模态数据库的进一步探索，

是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精准治疗的基础，也是未来儿童下呼吸道感染数据库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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