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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血吸虫病
!

/5<), 15621)818=2/121

"

>?

#

过去又

称为钉螺热
!

@/)/A/=/ B,C,0

$"

是由于患者初次接触

疫水后
"

随着血吸虫虫体和虫卵抗原大量释放入人

体血液中
"

与抗体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
"

诱发机体产

生的一种免疫复合物型超敏反应
"

常发生于对血吸

虫感染无免疫力的初次感染者
"

但少数慢性甚至晚

期血吸虫病患者在感染大量尾蚴后亦可发生
%

经过

多年有效防治
"

我国的血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
"

大部分血吸虫病流行区已经被消灭或控制
"

但

形势依然严峻&

#!D

'

%

临床上因为急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不典型
"

缺乏特异性的检测手段
"

如特异性血清学检

查和影像学检查
"

早期粪便虫卵检测亦可为阴性
"

故

临床上早期确诊率低
"

误诊率高&

E!F

'

"

应引起临床医师

的重视
%

本文就急性血吸虫病患者临床表现
(

相关的

辅助检查等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

!

临床表现

血吸虫病的临床表现与感染度
(

病程
(

患者的

免疫状态
(

虫卵沉积的部位等有关
%

典型急性血吸

虫病患者表现为尾蚴性皮炎
"

畏寒
(

发热
"

咳嗽
(

肝

脾肿大
"

常伴有肝区疼痛
(

腹胀及腹泻等症状
"

重者

可出现胸腹水
%

G(@

等&

H"

'报道
"

$E

例急性血吸虫病

患者临床表现中
"

腹痛占
DE:HI

"

头痛占
DJI

"

发热

占
KJ:KI

"

干咳占
KJ:!I

%

L6/09,1

&

##

'报道
KK

例急性

血吸虫病患者除了上述典型症状以外
"

多数患者在

发病前
#

月各自出现下肢和手指水肿
(

视力模糊
(

嘴

唇肿胀
(

皮肤瘙痒和皮疹等症状
"

部分患者出现特殊

的突眼及眼球周围炎症样表现
%

部分患者在急性感

染期可无任何明显症状
"

但急性脑型血吸虫病患者

则可能很快出现偏瘫
(

昏迷
(

癫痫等症状
%

从发病人

群来看
"

儿童和青少年容易发生急性感染
"

非疫区的

患儿更易转变为重症患者&

#!

'

%

"

辅助检查

"#!

血常规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是急性血吸虫病患者相对特

异的改变之一
"

绝大部分患者白细胞及嗜酸性粒细

胞增多
"

白细胞总数一般为
)

#&"$&

$

# #&

F

MN

"

嗜酸性

粒细胞比例一般为
&:#J " &:!&

%

L6/09,1

&

##

'报道的
KK

例急性血吸虫病患者中
"

KE:!I

!

%JMKK

$

的患者嗜酸

性粒细胞占白细胞总数的比例超过
!&I

"

而
!E:EI

!

#FMKK

$

的患者甚至超过
J&I

"

最高达
E#I

!

白细胞

总数达到
%D:# $ #&

F

MN

$%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多的

时间往往延迟于出现发热等临床症状的时间
%

O0/(-2,0,!.,0,P

等 &

#$

'报道
"

#$

例急性血吸虫病患者

平均延迟
!# -

"

如果从接触疫水时间计算
"

则平均延

迟到
%D -

后出现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多
%

但也有报

刘志权 Q 龙娟 刘烈全

【摘要】 急性血吸虫病是由于血吸虫虫卵抗原大量释放入宿主血液
"

诱发机体发生的一种全身性过

敏反应
%

因为急性血吸虫病的临床症状不典型
"

缺乏特异性检测手段
"

早期粪便虫卵检测亦可为阴性
"

故

临床上早期确诊率低
"

误诊率高
"

值得临床医师重视
%

该文就急性血吸虫病患者的临床表现
(

相关辅助检

查等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

【关键词】 急性血吸虫病
*

临床诊断
*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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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嗜酸性粒细胞无明显改变的
!

如
+,9)<,0

等"

=%

#报道

%!

例急性血吸虫病患者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无明

显增多的占
!>?

!

所以不能仅仅根据嗜酸性粒细胞

计数来诊断急性血吸虫病
$

重症患者的嗜酸性粒细

胞计数可能反而减少
!

甚至消失
!

而中性粒细胞增

多
!

这种情况往往提示病情凶险
$

此外
!

多数急性血

吸虫病患者有不同程度贫血和血沉加快
$

!"!

粪便和尿液检查

潜伏期短而发病快的急性血吸虫病
!

在病程早期

粪检可为阴性
!

但随着病程进展及粪检次数增多
!

集

卵孵化可出现阳性
$

多数患者在发病
!

周后粪检时
!

才可查到虫卵或毛蚴
$

@8))2,/A

等"

=B

#对
!$

例急性血

吸虫病患者进行第一次粪便和尿液虫卵检测时
!

仅有

B

例
%

!!?

&

患者为阳性
$

因此
!

初期粪检阴性者
!

并不

能排除急性感染
!

必须反复检查
!

才能获得确诊
$

!"#

血清学检查

急性血吸虫病的早期诊断要依赖血吸虫抗体检

测
!

但当患者因发热等症状就诊时
!

首次进行抗体筛

查
!

敏感度不高
!

阳性率一般不会超过
CB?

"

=$

!

=B!=C

#

$

当发热等症状持续
$

周后
%

接触疫水后
C

周左右
&!

血吸虫抗体检测结果才逐渐转为阳性
!

多数以
'DE

和
'DF

升高为主
$

由于目前世界上还未规定标准血

吸虫抗体检测方法
!

所以检测方法的敏感度和特异

度有较大差异
$

单独应用
GH'IF

法检测血吸虫虫卵

抗原
J

抗体
!

其敏感度不超过
B&?

!

而结合酶联免疫

印迹实验
!

其敏感度则能大大提高
!

对于发病
%

周后

的血清样本
!

其敏感度可达
=&&?

"

=>

#

$

各种血吸虫虫

体间存在交叉抗原
!

因此血清学抗体检测不能绝对

区分患者具体是哪种血吸虫感染
!

例如
!

H,16,K

等"

=L

#

对一组
!!

例感染曼氏血吸虫的患者进行血清学检

测
!

发现
$

例呈埃及血吸虫抗体阳性
$

目前各地报道了许多新的血清学筛查方法来早

期诊断急性血吸虫病
$

M9,02(N

等"

!#

#报道
!

在急性日

本血吸虫病患者血清中
!

白细胞介素
$$

%

'H!$$

&

水平

显著升高
!

表明在血吸虫感染的炎症急性期
%

感染后

>"O

周
&!

白细胞介素
$$

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介

导
P6!

型免疫反应
$

Q68A

等"

#O

#研究发现
!

在小鼠感

染日本血吸虫后第
!#

天
'

!L

天
'

$B

天分别进行重组

1RS%&

蛋白
%

01RS%&

&

筛查
!

发现在第
!#

天有较高表

达
!

故认为
1RS%&

及其抗体检测在早期诊断血吸虫

病方面有较大潜力
!

但还需要更多的动物和临床试

验
$

HA8

等"

!&

#应用
0IR#%!$!$

蛋白和相对分子质量为

!C &&&

的
0IREIP

蛋白进行重组后作为抗原检测急

性血吸虫病
!

其敏感度为
O%:%?

!

特异度为
O%:>?

!

而且重组蛋白易于合成
!

可制作成专门的试剂盒来

进行急慢性血吸虫病的早期诊断
$

M9,02(N

等"

!#

#通过

对
#$

例急性曼氏血吸虫病患者的血清中进行血吸

虫基因检测发现
!

所有患者血清中均能够检测到血

吸虫基因
!

明显优于抗体检测和虫卵检测
!

并有望作

为今后急性血吸虫病定性诊断的金标准
$

!"$

影像学检查

急性血吸虫病患者肺部
T

线检查
!

视急性期不

同阶段而异
!

可有絮状
'

绒毛斑点状或粟粒状阴影
!

病灶大小多为
#"$ KK

!

少数为
%"B KK

!

常对称地分

布于两肺野
!

以两中下肺野为多
!

尤以心膈角区为

甚
!

肺门边缘模糊
!

肺纹理增多
!

粗糙紊乱
!

伸展至肺

外侧
$

刘进清"

!!

#通过对
C#

例急性血吸虫病患者肺部

影像学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

发现
%#

例
%

C>:!?

&

患

者肺部有改变
(

$>

例
%

C&:C?

&

患者肺部表现为粟粒

状阴影
!

密度较淡
!

边缘不清晰
(

!O

例
%

%B:#?

&

患者

表现为粟粒性病变合并肺纹理增粗
'

增强
'

模糊
(

>

例
%

#&:#?

&

表现为粟粒性病变合并肺门影增大
(

%

例

%

C:>?

&

表现为小片状边缘模糊阴影
!

片状阴影均匀

分布于两中下肺野
!

密度较淡
!

两肺分布基本对称
$

有
#L

例患者加行肺部
MP

检查
!

其影像表现与平片

基本一致
!

但
MP

显示粟粒性病变的分布部位
'

范围

及形状较平片清晰
'

准确
!

有助于急性肺型血吸虫病

的早期诊断
$

向家进等"

!$

#将
>B

例急性血吸虫病患者

肺部损害
T

表现分为肺纹理增多增粗型
'

支气管肺

炎或大叶性肺炎型
'

粟粒样型等三型
!

其中以肺纹理

增多增粗型为常见
!

这种病变持续
$"C

个月消失
!

杀虫治疗可使消失过程加快
$

头颅
+U'

在急性脑型血吸虫病的诊断中有重

要价值
!

其特征表现为
)

病灶多位于皮层或皮层下
!

以枕叶
'

颞叶
'

额顶叶多见
!

增强扫描可见小斑点状
'

大小不等的结节
%

直径
V$ KK

&!

数目不定
!

大都分有

集结倾向
%

中心浓
'

边缘淡
&

的特点
!

周围可见大片水

肿区
$

患者在急性脑型血吸虫病早期
!

由于病变引起

中枢神经系统电生理异常早于形态学改变
!

故

+U'

'

MP

检查可无明显异常
$

周静等"

!%

#结合脑电地

形图
'

脑电图检查来早期诊断急性脑型血吸虫病发

现
)

轻者脑电图描记器
%

,9,5)08,(5,S6/98 D0/S6

!

GGE

&

上背景波仅见
!

活动不规则
!

脑电活动图

%

W0/2( ,9,5)025/9 /5)2X2)Y K/S

!

@GF+

&

!

频带功率降

低
!

"

频带功率稍增强
(

重者
GGE

背景波中基本节

律消失
!

活动增强呈阵发性短程或短
!

中程出现
!

以

中
!

高波幅为主
!

@GF+

中
"

'

#

频带功率明显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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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检查是非损伤性诊断方法
!

简便
!

能准确直

接地发现肝脏血吸虫病的病理改变
!

可评估病情的

严重程度
"

早期急性血吸虫病患者腹部
<

超检查主

要表现为肝
#

脾肿大
!

门静脉增宽
!

肝回声增粗
#

增

强
!

有时可有呈散在分布
#

边界模糊的低回声小区及

腹膜后肿大淋巴结$

!=

%

"

!"#

其它检查

乙状结肠镜和直肠活组织检查
&

结肠镜下直肠与

乙状结肠病变以充血
#

水肿为主
!

直肠活组织检查是

血吸虫病病原诊断方法之一
"

在对临床上怀疑为血吸

虫病
!

而多次粪检均找不到虫卵
!

免疫诊断又不能确

定的疑似病例
!

可考虑该法
"

但这种方法检获的虫卵

大部分是远期变性虫卵
!

能找到近期变性虫卵者一般

不超过有卵数的
>&?

!

而新鲜活虫卵则更难检获
!

所

以对于急性血吸虫病的早期诊断意义不大
"

$

展望

由于大便虫卵检测或直肠活检阳性率普遍偏

低
!

所以加强对血吸虫病患者分子免疫学相关的研

究显得很有必要
"

近十多年来
!

对日本血吸虫的分

子免疫学机制已作了大量的研究
!

但仍还有许多机

制有待阐明
"

进一步深入研究血吸虫病的发病机制
!

不仅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
!

而且对寻找预防和治疗

血吸虫病的有效措施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

参 考 文 献

$

>

%

王汝波
4

汪天平
4

王立英
4

等
:

中国血吸虫病传播控制和传播阻

断地区疫情回升情况分析
$

*

%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4 !&&%4 =

'

!@

(

A =B%!=B@:

$

!

%

李石柱
4

郑浩
4

徐志敏
4

等
: !&&=

年全国急性血吸虫病突发疫情

分析
$

*

%

:

热带病与寄生虫学
4 !&&@4 =

'

>

(

A $!!$%:

$

$

%

郑浩
4

李石柱
4

徐志敏
4

等
: !&&B

年全国急性血吸虫病疫情
$

*

%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4 !&&C4 !>

'

!

(

A >$B!>$@:

$

%

%

郝阳
4

吴晓华
4

郑浩
4

等
: !&&@

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
$

*

%

:

中

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4 !&&D4 !&

'

B

(

A %&>!%&%:

$

=

%

郝阳
4

吴晓华
4

朱蓉
4

等
: !&&D

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
$

*

%

:

中

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4 !&&C4 !>

'

B

(

A %=>!%=B:

$

B

%

郝阳
4

吴晓华
4

朱蓉
4

等
: !&&C

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
$

*

%

:

中

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4 !&>&4 !!

'

B

(

A =!>!=!@:

$

@

%

雷正龙
4

郑浩
4

张利娟
4

等
: !&>&

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
$

*

%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4 !&>>4 !$

'

B

(

A =CC!B&%:

$

D

%

张燕萍
4

张键锋
4

黄轶昕
4

等
:

急性血吸虫病误诊病例综合分析
$

*

%

: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4 !&&B4 >

'

B

(

A %$>:

$

C

%

柳斌
4

陈美玲
4

韩继
4

等
:

社区卫生机构急性血吸虫病误诊
>%

例分析
$

*

%

:

卫生与健康
4 !&>&4 !C

'

!

(

A >%C:

$

>&

%

E(F +*4 GH/0/9 IJ: KL0/9 )8L021HA / 021F M/5)80 M80 15621)818H2/121

)0/(1H21128( 2( <0/N29

$

*

%

: +,H '(1) O1P/9-8 Q0LN4 !"">4 >"=

'

%

(

A

=$@!=%":

$

>>

%

Q6/09,1 ;: G( 8L)R0,/F 8M /5L), 15621)818H2/121 M8998P2(S / 56L056

0,)0,/) )8 HP/(N/4 T/(N/(2/4 !""D

$

*

%

: * T0/U,9 +,-4 !">>4 >D

'

B

(

A %"D!%%>:

$

>!

%

*/L0,SL2R,00V W4 ./021 J4 Q/LH,1 E: G5L), 15621)818H2/1214 / -2/S(81)25

/(- )6,0/X,L)25 56/99,(S,

$

*

%

: Q92( +2508R289 '(M,5)4 !&>&4 >B

'

$

(

A

!!=!!$>:

$

>$

%

I0/(-2,0,!.,0,N J4 G(1/0) W4 ./021 J4 ,) /9: EMM25/5V 8M X0/N2YL/(),9

-L02(S )6, 2(5LR/)28( /(- 2(U/12U, X6/1, 8M !"#$%&'%'()

#*+(*&',$-( 15621)818H2/121 2( >D )0/U,99,01

$

*

%

: GH * T08X +,-

ZVS4 !&&B4 @%

'

D

(

A D>%!D>D:

$

>%

%

+,9)N,0 E4 G0)8H I4 +/0U/ E4 ,) /9: W5621)818H2/121 /H8(S )0/U,9,01A

(,P /1X,5)1 8M /( 89- -21,/1,

$

*

%

: EH,0S '(M,5) 3214 !&&B4 >!

'

>!

(

A

>BCB!>@&&:

$

>=

%

<8))2,/L E4 Q9,02([ *4 -, 7,S/ +K4 ,) /9: 'HX80),- F/)/V/H/ M,U,0A

Q92(25/9 /(- R2898S25/9 M,/)L0,1 /) X0,1,()/)28( /(- -L02(S

)0,/)H,()

$

*

%

: * '(M,5)4 !&&B4 =!

'

$

(

A $$C!$%=:

$

>B

%

Q80/56/( +: W5621)818H2/121 /(- 2(),0(/)28(/9 )0/U,9

$

*

%

: Q92( '(M,5)

3214 !&&!4 $=

'

%

(

A %%B!%=&:

$

>@

%

7/( I889 T4 7,)),0 Z4 7,0U880) T4 ,) /9: W,08-2/S(8121 8M 2HX80),-

15621)818H2/121 RV /58HR2(/)28( 8M / 58HH,052/9 2(-20,5)

6,H/SS9L)2(/)28( ),1) P2)6 ."#$%&'%'(* (*/%'/$ /-L9) P80H /()2S,(

1/(-/( ,(NVH,!92(F,- 2HHL(8180R,() /11/V P2)6 .0 (*/%'/$ ,SS

/()2S,(1

$

*

%

: * Q92( +2508R2894 !&&!4 %&

'

>!

(

A $%$!!$%$@:

$

>D

%

J,16,H E4 +/80 \4 +,9)N,0 E4 ,) /9: G5L), 15621)818H2/121 8L)R0,/FA

592(25/9 M,/)L0,1 /(- ,58(8H25 2HX/5)

$

*

%

: Q92( '(M,5) 3214 !&&D4 %@

'

D

(

A >%CC!>=&B:

$

>C

%

]68L ^Z4_L *\4 ZL/(S ^ 4̀ ,) /9: '-,()2M25/)28( /(- 56/0/5),02N/)28(

8M !"#$%&'%'(* 1*2'/$"-( WaX%&4 / X8),()2/9 /()2S,( 5/(-2-/), M80

)6, ,/09V -2/S(8121 8M 15621)818H2/121

$

*

%

: 32/S( +2508R289 '(M,5)

3214 !&>&4 B@

'

%

(

A $$@!$%=:

$

!&

%

JL8 `J4 `2/8 ].4 ]68L \34 ,) /9: GXX925/)28( 8M 12S(/92(S X08),2( >%!

$!$ /(- !B F3/ S9L)/)628(,!W!)0/(1M,0/1, )8 1,0898S25/9 -2/S(8121 8M

."#$%&'%'($*%$% 1*2'/$"*

$

*

%

: G5)/ T08X4 !&&C4 >>!

'

!

(

A C>!CB:

$

!>

%

Q9,02([ *4 <8))2,/L E4 _256H/(( 34 ,) /9: G5L), 15621)818H2/121

2( / 59L1),0 8M )0/U,9,01 M08H KP/(-/A -2/S(81)25 58()02RL)28( 8M

15621)818H, 3;G -,),5)28( 2( 1,0LH 58HX/0,- )8 X/0/12)898SV

/(- 1,0898SV

$

*

%

: T0/U,9 +,-4 !&>>4 >D

'

B

(

A $B@!$@!:

$

!!

%

刘进清
:

急性血吸虫病的肺部影像表现
$

*

%

:

医学临床研究
4

!&&@4 !%

'

@

(

A >!&B!>!&@:

$

!$

%

向家进
4

李浩
4

蔡雨
4

等
:

急性血吸虫病肺部损害
^

线表现分型

探讨
$

*

%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4 !&&B4 >D

'

$

(

A !&%:

$

!%

%

周静
4

罗昭阳
4

罗冰秀
:

脑电地形图
#

脑电图检查在早期急性脑型

血吸虫病的诊断价值
$

*

%

:

中国现代医生
4 !&>>4 %C

'

!!

(

A C@!CD:

$

!=

%

陈兴保
4

吴观陵
4

孙新
!

等
:

现代寄生虫病学
$

+

%

:

北京
&

人民军

医出版社
4 !&&!A !BD!!@>:

'

收稿日期
&

!&>!!>!!&B

(

'

本文编辑
&

高石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