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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简报铱

浙江为卫氏并殖吸虫病流行区袁 该病以幼虫移行症为特
点袁 病情复杂袁 易致临床误诊[1鄄3]遥 1978年 2月耀2004年 11月
间袁 本院共收治儿童并殖吸虫病 106例袁 其中 49例被误诊为
其他疾病袁 误诊率达 46.2豫遥 现将其诊治情况作一分析遥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淤来自流行区袁 有食生或半生溪蟹史曰 于肺
部有并殖吸虫病表现袁 或并殖吸虫幼虫移行病变袁 如皮下结
节尧 脑尧 肝尧 心脏尧 胸膜腔及腹腔损害等曰 盂1颐2 000并殖吸
虫成虫抗原皮内试验阳性曰 榆外周血液和/或脑脊液尧 胸水尧
腹水及心包液检查嗜酸粒细胞明显增高>10豫曰 虞经抗并殖吸
虫病药物治疗有效者遥
1.2 一般资料 男 65 例, 女 41例遥 0耀5岁 3 例袁 6耀9 岁 59
例袁 10耀14 岁 44 例遥 患儿均来自农村袁 均有食生或半生溪
蟹史遥
1.3 临床特点尧分型及误诊情况 根据并殖吸虫侵犯的主要器

官和主要临床表现分为 4型遥

1.3.1 胸肺型 47例患儿均有低热尧 乏力尧 消瘦尧 盗汗尧 胸
痛和胸闷等表现遥 其中 26例主要以肺部损害为表现袁 轻微咳
嗽尧 咳痰袁 1例有痰中带血丝袁 血沉 25耀55 mm 辕 h袁 胸片见两
肺中下野斑片状阴影袁 无典型的囊肿样病变遥 8 例主要以心
脏损害为表现袁 其中 2例表现为频发性室性早搏袁 6例表现
为心包炎袁 有发热尧 气急尧 心包积液遥 心包液检查院 外观淡黄
色袁 蛋白定量 0.4耀2.1g 辕 L袁 有核细胞数 (0.6耀2.25) 伊109 辕L袁
嗜酸粒细胞 15%耀28%遥 13例表现为胸膜炎袁 患儿有气急尧 胸
痛和胸腔积液遥 胸水检查院 外观淡黄色袁 蛋白定量 0.4耀2.6 g 辕L袁
有核细胞数 (0.5耀2.25) 伊109 辕L袁 嗜酸粒细胞 10%耀28%遥 47例
痰和粪检均未见并殖吸虫卵袁 其中 6例心包液和 13例胸腔液
也未查见并殖吸虫卵遥 分别误诊为肺结核 渊6例冤尧 结核性胸
膜炎 渊6例冤尧 化脓性心包炎 渊3 例冤尧 结核性心包炎 渊2 例冤
和病毒性心肌炎 渊2例冤遥
1.3.2 腹型 27 例患儿均有乏力尧 盗汗尧 腹部不适袁 呕吐尧
恶心尧 腹痛等症状遥 其中 20例以肝脏损害为主要表现袁 患儿
肝肿大尧 肝功能异常袁 2例伴有脾大和黄疸袁 ALT为 41耀100 U尧
酌鄄球蛋白升高 渊21%耀30%者 13例袁 31%耀45%者 7例冤袁 2例
出现总胆红素增高 渊56.8耀71.5滋mol 辕 L冤曰 4 例表现为脐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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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袁 大便稀曰 3例表现为腹膜炎袁 腹水征阳性袁 腹水检查院 外
观淡黄色袁 蛋白定量 0.5耀2.5g 辕L袁 有核细胞数 渊0.2耀2.57冤 伊
109 辕L袁 嗜酸粒细胞 29%耀32%遥 粪便或/和腹水检查均未见并
殖吸虫卵遥 其中 6例误诊为病毒性肝炎尧 5例误诊为肝硬化尧
1例曾误诊为肠结核尧 2例误诊为结核性腹膜炎遥
1.3援3 脑脊髓型 21例中 13例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袁 8例
表现为脑膜脑炎遥 蛛网膜下腔出血者均有头痛尧 呕吐尧 颈抵
抗尧 布氏征阳性尧 克氏征阳性袁 发热 11例袁 嗜睡 3例袁 浅昏
迷 2例曰 脑脊液外观呈血性袁 镜检可见皱缩红细胞袁 嗜酸粒细
胞为 32%耀92%曰 脑电图轻度异常袁 CT检查 10例有蛛网膜下
腔出血典型表现遥 以脑膜脑炎表现的患儿有头痛尧 呕吐尧 抽
搐尧 意识障碍尧 巴氏征阳性及布氏征阳性尧 克氏征阳性曰 脑电
图轻尧 中度异常袁 CT检查 2例未见有异常改变袁 脑脊液外观
淡黄色袁 嗜酸粒细胞为 10%耀45%袁 蛋白定量为 0.4耀0.6 g/L袁
糖尧 氯化物正常曰 1例血糖增高 (28.6 mmol/L) 同时尿糖阳性遥
21例痰尧 粪便和脑脊液检查均未见并殖吸虫卵遥 入院时 9例
误诊为原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袁 3例误诊为病毒性脑炎袁 2例
分别误诊为化脓性脑膜炎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遥
1.3.4 皮下结节型 22例表现为皮下结节型遥 其中 11例除有
皮下结节外无其它表现遥 结节大多为游走性的袁 以躯干部为
多袁 2例在下睑缘皮下触及约渊0.3 伊 1.0冤 cm耀渊3.2 伊 4.0 冤 cm
的肿块袁 呈椭圆型袁 质硬袁 无粘连遥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渊10耀
15.6冤 伊109/L袁 嗜酸粒细胞 12%耀45%袁 痰和粪检均未见并殖吸
虫卵遥 其中对 2例的皮下结节进行病理检查院 呈嗜酸性肉芽肿
或嗜酸性脓肿袁 并有夏科-雷登氏结晶袁 1例结节中可见并殖
吸虫虫体遥 2例均被误诊为嗜酸粒细胞增多症遥

2 治疗

106 例患儿使用硫氯酚或吡喹酮抗并殖吸虫并辅助予卧
床休息和对症尧 支持治疗袁 对有胸腔尧 腹腔和心包腔积液患儿
同时加强的松 [1 mg 辕 (kg窑d)袁 2周后逐渐减量袁 至 4周停用]袁
以减少渗出和减轻粘连遥 结果院 治愈 96例袁 好转 7例袁 无效
3例袁 总有效率为 97.1豫遥 其中 56例用硫氯酚治疗袁 50 mg 辕
(kg窑d)袁 分 3次服袁 15 d为 l疗程袁 每疗程间隔 5耀7天袁 共 2
个疗程袁 治愈 49例袁 好转 4例袁 无效 3例曰 50例用吡喹酮
治疗袁 总剂量 180耀200 mg 辕 kg袁 分 3天服袁 每疗程间隔 7天,
共 2个疗程袁 治愈 47例袁 好转 3例 渊3例好转出院者袁 院外

继续用药 1疗程袁 1个月后复查无异常冤袁 1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者留有智能低下后遗症遥

3 讨论

由于临床医务人员对并殖吸虫幼虫移行症缺乏认识袁 对患
者流行病学史了解不详细袁 体格检查不全面以致造成误诊遥 对
以心脏尧 胸膜尧 肝和脑脊髓等损害为主要表现者袁 而痰尧 粪便
及各种体液检查又未见并殖吸虫卵的患儿误诊率更高袁 本组误
诊率达 46.2豫遥 本病主要须与各类结核病如结核性胸膜炎尧 结
核性心包炎尧 结核性腹膜炎和肠结核及化脓性心包炎尧 肝硬
化尧 原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尧 病毒性脑炎和化脓性脑膜炎等鉴
别诊断遥 总结对该病的诊治体会袁 凡是来自并殖吸虫流行区的
患儿袁 有食生或半生溪蟹史袁 若出现下列表现之一者应考虑患
本病的可能院 淤游走性皮下结节曰 于不明原因慢性咳嗽尧 消瘦尧
乏力尧 腹痛等袁 而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尧 嗜酸粒细胞明显增高袁
血沉增快曰 盂胸腔尧 心包腔或腹腔积液检查嗜酸粒细胞增高而
细菌培养和抗酸染色找抗酸杆菌阴性曰 榆肝脏损害袁 以 酌鄄球
蛋白升高为主袁 但无法用其他慢性肝病解释曰 虞有脑脊髓损害
症状袁 脑脊液内嗜酸粒细胞明显增高者袁 痰尧 粪和各种体液检
查并殖吸虫卵阴性者袁 也不能排除本病遥 需作进一步检查院 淤
并殖吸虫皮试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袁 于有皮下结节者活检做病
理学检查遥

本病使用硫氯酚或吡喹酮治疗效果良好袁 后者优于前者袁
且副作用小[1鄄4]遥 对胸腔尧 腹腔和心包腔积液的患儿在应用抗并
殖吸虫药物治疗的同时加用强的松袁 以减少渗出和减轻粘连遥
对于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者袁 绝对卧床休息不少于 5耀6周袁
过早活动有再次出血的危险袁 应特别注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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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旋毛虫的研究过程中, 有研究者曾对旋毛虫与肿瘤的
关系进行了探讨遥 发现感染旋毛虫的小鼠再接种某些肿瘤细胞

后袁 肿瘤细胞生长缓慢袁 甚至完全不生长, 提示旋毛虫感染可
以提高小鼠对肿瘤的防御机能遥 为了解旋毛虫致死肿瘤细胞的
相关机制袁 本实验观察旋毛虫培养液对 K562细胞凋亡和坏死
的影响袁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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