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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目的
!

探讨恙虫病立克次体肺炎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方法
!

对
&"

例以肺炎为主要表现的恙虫

病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

例恙虫病患者发病时间为'

%

月份
!

例%

#

月份
+

例%

'

月份
!

例(均有

恙螨叮咬史(均有发热)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症状(分别于小腿)阴囊)肛门)腋窝)上臂)颈部发现焦痂或溃疡(行血

液及部分骨髓培养均未检出细菌%使用多种抗菌药物治疗无效&均给予四环素及对症)支持治疗%其中
!

例因急性

呼吸衰竭死亡%其他患者痊愈出院&结论
!

恙虫病东方体作为立克次体肺炎的病因之一应得到重视%不明原因肺

炎要考虑除外恙虫病&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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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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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虫病(立克次体(肺炎(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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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科共收治恙虫病患者
)*

例%

其中
&"

例以肺炎诊断入院%为防止延诊或误诊%现

总结资料如下&

5

!

资料与方法

对本科
!""+

,

!""%

年收治的
)*

例恙虫病患者

中
&"

例以肺炎诊断入院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6

!

结果

!-&

!

一般资料
!

以肺炎诊断入院的
&"

例恙虫病患

者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职业'农民
*

人%工人
!

人%退休人员
!

人%学生

&

人(由本科收治
!

例#均在外就诊过多科%本科非

首诊科室$%急诊科转入
)

例%消化科转入
!

例%呼吸

科转入
&

例%重症监护室#

09<

$转入
&

例&

!-!

!

流行病学资料
!

)*

例恙虫病患者#包括
&"

例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10.C()89,.8:,&D,&#E,!F$:!""'



以肺炎诊断入院者$均来自疫区%有田间劳作)野外

工作)景区郊游及林间草地行走)坐卧)钓鱼等接触

史(发病时间分布见图
&

(其中
(&

例#

+#-#'A

$有恙

螨叮咬史&以肺炎诊断入院的
&"

例恙虫病患者发

病时间为'

%

月份
!

例%

#

月份
+

例%

'

月份
!

例(

&"

例均有恙螨叮咬史&

!-(

!

临床资料

!-(-&

!

症状与体征
!

以肺炎诊断入院的
&"

例恙虫

病患者均有发热)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症状%发病
+

#

&%'

入院&期间曾在院外及院内其他科室就诊%

曾疑诊为上呼吸道感染)沙门菌属感染)肺炎)禽流

感)肠梗阻)急性肠炎)免疫性疾病)血液性疾病%行

血液培养)部分骨髓培养均未检出细菌&使用第三

代头孢菌素)喹诺酮类等多种抗菌药物无效&临床

症状)体征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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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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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恙虫病患者发病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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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肺炎诊断入院的
&"

例恙虫病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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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序号

入院病

程#

'

$

发热

#

X

$

咳嗽
呼吸

困难

呼吸频率

$

("

次*分
少尿

烦躁

嗜睡

皮肤

焦痂 皮疹 面红
出血

淋巴

结大

音

湿 干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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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S

!

#

##5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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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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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脾明显大#肝肋下
%)#

%剑突下
&")#

(脾肋下
&")#

$(

4$S

!

'血氧饱和度(

@$S

!

'血氧分压(

@3

'凝血酶原时间

!-(-!

!

实验室检查
!

见表
!

&以肺炎诊断入院的

&"

例恙虫病患者肝功能检测'血清丙氨酸转氨酶

#

?H3

$为#

&&&-)(.''-!#

$

<

*

H

%血清天冬氨酸转

氨酶#

?43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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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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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血清总胆红

素#

3G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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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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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

&

例肌

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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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以肺炎诊断入院的
&"

例恙虫病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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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血白细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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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斐反应#

S/

J

$

&

&0&+"

例数

A

&

&"-""

(

("-""

+

+"-""

#

#"-""

%

%"-""

&"

&""-""

)

*%-&)

!!&

仅检测
%

例

!-(-(

!

影像学检查
!

见表
(

&

表
(

!

以肺炎诊断入院的
&"

例恙虫病患者胸片)

G

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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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片

双肺纹理增多%紊乱模糊%

双肺门影增大
双肺点)片状模糊影 双侧胸腔积液

G

超&

肝脾大 肾损伤 腹腔积液 心包积液

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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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疗与转归
!

均给予四环素治疗&当呼吸困

难明显%肺部湿音多%血浆清蛋白低%

4$S

!

#

'"A

%及时给予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和白蛋白治疗&

#

例#除外
!

例死亡病例$体温
!)+

内下降(

!

例
!)+

%

*

例
)#+

%

&

例
%!+

体温恢复正常&其中
+

例给予

持续面罩吸氧%

(

例无创呼吸机人工呼吸%

4$S

!

均

提高到
'"A

以上&

!

例#例
&

与例
%

$并发急性呼吸

衰竭及心)肝)肾等多器官衰竭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

I09

$死亡%其他患者痊愈出院&

C

!

讨论

本组
&"

例以肺炎诊断入院的恙虫病患者均来

自疫区%起病急)高热%继之咳嗽%部分病例伴有头

痛)面红)淋巴结大)肝脾大&全部病例分别于小腿)

阴囊)肛门)腋窝)上臂)颈部找到焦痂或溃疡%

%

例

行
S/

J

者
)

例阳性&根据文献!

&$(

"中的表述%焦

痂)溃疡为恙虫病最具特征性表现%最具临床诊断价

值%结合流行病学及其他临床特征%本组恙虫病的诊

断确立&

本组病例另一突出表现为均有气促)呼吸困

难)咳嗽#痰少$%双肺可闻及细湿音%

(

例可闻及

干性音&胸片均可见纹理增多)紊乱)模糊)肺

门影增大%有
*

例出现点)片状模糊影%

+

例胸腔积

液&经非特异性抗感染治疗无效%血培养未检出

细菌%经特异性抗立克次体治疗
!)+

内显效&以

上符合/中华内科临床手册0

!

)

"关于立克次体肺炎

的诊断标准&

根据/实用内科学0

!

!

"

&*+*$&*+%关于重症肺炎的诊

断标准%有
+

例出现呼吸困难%呼吸频率
$

("

次*

#%.

%

@$S

!

#

+"##5

2

(胸片示双肺受累%

(

例行机

械通气%

&

例肾衰竭透析%考虑并发重症肺炎&

本组有
+

例病例血白细胞升高%

)

例正常和降

低%笔者认为可能与循环血液白细胞分布有

关!

!

"

!&%'$!&#!

&当高热)机体处于应急状态时%白细胞

就从边缘池进入循环池%白细胞数即升高(当边缘池

白细胞升高时%外周血白细胞数就会下降&

&"

例患

者入我科前均在院外使用过多种抗菌药物%无明显

脓痰%血培养均未检出细菌%胸片主要显示间质性改

变%继发细菌感染的可能性较小&本组病例除肺部

损害外%存在肝)肾)心等多器官受损和
I09

!

!

"

!+&$!++

情况&

恙虫病是由立克次体#恙虫病东方体$引起的自

然疫源性传染病%发病主要集中在秋季%冬)春)夏季

较少%分析与秋季为收割季节%鼠类活动频繁有关&

其基本病理改变为'全身小血管炎)血管周围炎)血

栓形成%导致多脏器受损%常见于肺)肝)肾)心)

脑!

&

"

&本组病例以肺损害为主%由于肺小血管受损%

血栓形成%引起肺小血管炎)血管周围炎%血管通透

性增加%血浆蛋白外渗%导致肺的渗出性改变及肺水

肿)胸腔积液%临床上极易出现呼吸困难)低氧血症)

急性呼吸衰竭&随着城市绿地的增加%乡村郊游的

增多%恙虫病发病率近年有所上升!

*

"

&本组
&"

例病

例占同期住院恙虫病患者的
!!-!!A

%死亡
!

例%提

示由恙虫病东方体感染所致立克次体肺炎应得到临

床高度重视&若不明原因发热%进行性呼吸困难%秋

季发病%有接触史%非特异性抗感染治疗无效%肺部

病变%应考虑本病可能(

S/

J

阳性可助诊断%发现焦

痂或溃疡即可确诊&本组
&"

例病例中
#

例误诊&

分析误诊原因%与患者首诊未到感染科%而临床其他

各科普遍对恙虫病%特别是恙虫病立克次体肺炎的

警惕性不高或认识不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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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恙虫病流行病学及其传播媒介研究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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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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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治疗新生儿骨髓炎是普遍的做法&但新生儿长期静脉注射存在额外感染)延

长住院时间及发生中央静脉导管相关并发症#如血栓等$风险&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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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的一篇文章提示短期静脉注射抗菌药物后口服克林霉素可安全)有效治疗新

生儿骨髓炎%但仍需进行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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