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嘶哮症病徵：

持續12至72小時低燒

眼睛周圍及鼻腔發炎

咽喉腫脹

呼吸時發出喘鳴聲

呼吸頻率增加

呼吸量減少

咳嗽時聲音如狗吠聲

治療方法：
支援性護理

腎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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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嘶哮症
相似疾病（部分）

熱傷或吸入煙霧

細菌性氣管炎

會厭（舌根上方組織）發炎

吸入異物

血管瘤

支氣管病變

腫瘤

扁桃腺膿腫

咽後膿腫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團隊研究前年3月到今年1月不足5歲染疫兒童的資料，發
現75名出現嘶哮症的病童，其中81%個案在Omicron變種流行期間錄得。疫

情前患有嘶哮症兒童中，只有不足5%需要留醫，但這批染疫兒童住院率卻達到
12%，其中一半都需留醫深切治療部。所有病童接受其他病毒測試，只有一
人鼻病毒檢測呈陽性，說明他們的嘶哮症幾乎都是染疫所致。

6個月大至3歲發病最多
嘶哮症通常由呼吸道病毒感染引發，導致兒童喉嚨及聲
帶腫脹發炎。由於幼童氣道狹窄，氣流難以通過，病童咳
嗽或呼吸時就會發出沙啞渾濁、類似嘶哮的聲音。嘶哮症
多發生於年幼兒童身上，尤其6個月大至3歲之間的幼童發
病風險最高。
威斯康星大學醫療中心兒科傳染病專家亨德森指出，幼

童感染Omicron變種引發嘶哮症，相信是因為該變種相較
原始毒株，更容易感染上呼吸道。由於幼童呼吸道尚未發
育完全，接觸少量病毒即會感染，氣道收縮程度也較成人
更劇烈，以致出現嘶哮症狀。
對於需留醫的嘶哮症重症病童，醫生一般使用類固醇地

塞米松治療，地塞米松也是治療染疫病童的主要藥物。部
分重症病童呼吸困難，還需使用霧化器或腎上腺素緩解病
徵。波士頓兒童醫院研究團隊首席專家布魯斯特認為，出
現嘶哮症的染疫病童留醫比例較未染疫病童更高，治療所
需藥物劑量更大，或意味新冠病毒相較其他病毒可引發幼
童更嚴重的嘶哮症。

輕症居家自癒 呼吸困難需就醫
亨德森解釋稱，多數嘶哮症並不危險，部分輕症病童可

以居家自癒。但幼童若出現呼吸困難等明顯病徵，尤其是
氣促氣喘等情況，就要考慮及時就醫。多數幼童病徵在接
受治療後24小時即可緩解，留醫約3天可以出院，病徵完
全消失則需要約一周。
醫學專家強調，幼童防疫的最佳方法依然是接種疫苗，對

於暫時無法打針的幼童，專家建議身邊人為他們打造防疫保
護層，即是家長、教師或年齡稍大的兒童都接種疫苗。在日
常生活中，家長也要引導幼童勤洗手，避免觸摸眼睛、嘴唇
及鼻子等，最大限度降低染疫風險。 ◆綜合報道

較原始毒株易感染上呼吸道 所需藥物劑量更大

據美國醫學專家表示，
幼童的免疫系統較脆弱，
由於兩歲以下幼童不適合
佩戴口罩，治療新冠的口
服藥亦未獲批准對12歲以
下兒童使用，疫苗成為保
護幼兒避免染疫並引發重
症的最重要工具，因此家
長應及早讓年幼孩子接種
疫苗。
新奧爾良兒科傳染病專

家索科爾表示，數據顯示
美國近月愈來愈多幼童感
染新冠病毒、住院及死亡
個案比例亦持續上升。事
實上，這趨勢早在今年1
月病毒變種Omicron BA.1
高峰期時已出現，這段期
間幼童染疫住院人數，較
去年變種病毒Delta成為主
流毒株時期大增4倍。也
有專家指出，幼童的身體
處於早期發育階段，當病

毒入侵他們肺部時，他們
容易患上嘶哮症，冠狀病
毒亦會增加糖尿病等慢性
疾病的風險，這些慢性病
可能會永久影響他們的生
活。
明尼蘇達州兒科醫生喬

米洛則認為，若在新冠病
毒仍然流行時，家長不讓
幼童打針，會令幼童染疫
機會大大增加，健康甚至
生命均受到嚴重威脅，幼
童感染個案上升，亦增加
病毒出現變異的風險。
上月在《新英格蘭醫學

雜誌》發表的一項研究則
顯示，為孕婦接種新冠疫
苗，可降低新生嬰兒因新
冠引發重症的風險，該研
究還發現在懷孕20周後接
種疫苗，產生的保護效果
最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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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今年6月開始，為全美6個月大到5歲
以下的嬰幼兒接種新冠疫苗，根據美國疾病控
制及預防中心（CDC）的數據，截至本月10
日，這年齡群組中約有100萬人已接種至少一

劑疫苗，佔整體人數約6%，部分州份的第一
針接種比率更達到24%。
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已有逾440名5歲以

下幼兒染疫死亡。CDC於6月下旬批准全美所

有6個月大到5歲以下的嬰幼兒，接種輝瑞或莫
德納的新冠疫苗，估計全美約有1,800萬名嬰
幼兒符合資格接種。其中莫德納為嬰幼兒提供
的是兩劑25微克疫苗，注射間隔約4周；輝瑞
則提供3劑3微克疫苗，間隔約3周接種前2
劑，第3劑至少在第2劑後3個月接種。
CDC主任瓦倫斯基呼籲家長為年幼子女打

針，「讓年幼孩子接種疫苗，是令他們免於感
染新冠病毒後住院和死亡的關鍵。」CDC資料
顯示，與青少年或年輕人相比，幼童在接種疫
苗後產生副作用的機會較低，大多數副作用為
輕度到中度，嚴重的副作用很罕見。

加拿大以色列緊接推動
加拿大則於上月28日起，為6個月大至5歲

以下嬰幼兒接種莫德納疫苗，在首兩周已有逾
3,000名嬰幼兒接種，直至本月底還有逾2,000
人已預約打針，當局表示對接種率感到鼓舞，
並準備提供更多預約名額。以色列則於本月初
啟動6個月至5歲以下嬰幼兒接種計劃，可選擇
3劑輝瑞或兩劑莫德納疫苗。

◆綜合報道

美近百萬幼兒打針 早於6月啟動

香港近日有幼童染疫病徵

惡 化 導 致 嘶 哮 症 ， 在 今 年 初

Omicron新冠變種病毒肆虐期間，全球

多地也錄得多宗染疫幼童患上嘶哮症個案。

美國今年較早前有研究指出，5歲以下因染疫引

發嘶哮症的病童留醫比例高達12%，不排除新冠

病毒較其他呼吸道病毒，可導致嘶哮症病

徵更嚴重。專家亦建議家長及時為

幼童接種新冠疫苗，以獲

得更好保護。

Omicron可致嚴重嘶哮症
5歲以下住院率高

美國和加拿大現時
已將新冠疫苗接種年
齡，擴大至6個月至
5歲以下的嬰幼兒，
疫苗供應是否足夠備
受關注，避免重演在
新冠疫苗推出初期的
供應嚴重不足情況。
美國衞生部表示，已
向全美各地提供多達
270萬劑幼兒專用疫
苗。
衞生部發言人指出，衞生部除了已運送270萬劑幼兒疫苗

外，並正安排另外100萬劑準備付運，足以應付各州份的需
求。他強調聯邦政府已額外訂購至少1,000萬劑，確保供應
充足。
加拿大的幼兒疫苗供應則曾出現短缺，曼尼托巴省共有逾
7.6萬名5歲以下幼童合資格打針，然而該省首階段只提供約
1.5萬劑疫苗，結果只能首先為患有其他疾病的幼童，以及
原住民幼童接種，以致許多合資格幼童均無法打針。

◆綜合報道

美保供應量
訂購逾千萬劑幼兒疫苗

◆◆疫苗成為保護幼兒避免染疫的最重要工具疫苗成為保護幼兒避免染疫的最重要工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研究指出有研究指出，，55歲歲
以下因染疫引發嘶哮以下因染疫引發嘶哮
症的病童留醫比例高症的病童留醫比例高
達達1212%%。。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各國紛紛加快為嬰幼兒接種各國紛紛加快為嬰幼兒接種。。圖圖
為墨西哥接種中心為墨西哥接種中心。。 路透社路透社

◆◆多倫多醫護人員為幼兒多倫多醫護人員為幼兒
接種新冠疫苗接種新冠疫苗。。 新華社新華社

◆◆多倫多公園搭起臨時多倫多公園搭起臨時
接種中心接種中心。。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