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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例小儿真菌性肺炎临床和病理分析

叶启慈

(广州市儿童医院 ,广东广州 　510120)

　　[摘 　要 ] 　目的 　探讨真菌性肺炎患儿的临床与病理表现。方法 　对该院 1982～1999 年经病理解剖证实的

真菌性肺炎 35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35 例中新生儿 14 例 (40 %) 。原发病为支气管肺炎 16 例 ,继发于其他

疾病的真菌肺炎 19 例 ,真菌性肺炎临床和症状体征无特异性 ,实验室检查呈一般炎症表现 ,X 线多见炎症性渗出 ,

无典型的 X线表现 ,病理诊断以念珠菌最常见 (48. 5 %) ,曲菌次之 ,胸腺发育异常 25 例 (71 %) ,仅 5 例生前曾给予

抗真菌药物治疗。结论 　小儿真菌性肺炎不易早期诊断 ,广谱抗生素及肾上腺皮质激素使用与胸腺发育异常导致

真菌感染 ,且可形成恶性循环关系。应对幼婴、尤其新生儿 ,体质虚弱者和存在继发免疫缺陷的基础疾病者及时作

出诊断 ,使用抗真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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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由于广谱抗生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细胞毒

药物、抗代谢药物、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 ,心脏手

术及器官移植手术的逐步普及 ,深部真菌感染在病

种及数量方面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其中以念珠菌及

曲菌更为突出。现将我院 1982～1999 年经病理解

剖证实的 35 例真菌性肺炎作临床与病理对照回顾

性分析。

1 　资料分析

1 . 1 　临床资料

1. 1. 1 　一般资料 　男 21 例、女 14 例 ,年龄 < 28 d

14 例 ,～3 月 11 例 ,～1 岁 6 例 ,4～10 岁 4 例。临

床诊断 :原发病为支气管肺炎 16 例 ,继发于其他疾

病的肺炎 19 例 ,分别继发于败血症 5 例 ,坏死性肠

炎 5 例 ,新生儿硬肿症 2 例 ,肠梗阻或肠穿孔 4 例 ,

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1 例 ,重症黄疸型肝炎和输尿

管结石所致肾功能衰竭各 1 例。

1. 1. 2 　临床表现 　体温异常者 32 例 (91 %) ,发热

22 例 ,体温不升者 10 例。咳嗽气促 16 例 (46 %) ,

多见于曲菌感染者。呕吐、腹泻、腹胀 10 例 (28 %) ,

多见于念珠菌或毛霉菌感染者。其他 :抽搐 4 例 ,营

养不良 Ⅲ°18 例 ,鹅口疮和肛周皮炎分别为 12 例及

22 例。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总数呈一般炎症表现 ,

(10～28) ×109/ L 28 例 ,中性粒细胞0. 53～0. 84 32

例 ,未见中毒颗粒。血培养有细菌生长共 14 例 :嗜

血流感杆菌 2 例 ,大肠杆菌 5 例 ,白色葡萄球菌 5

例 ,绿脓杆菌 2 例。大便培养白色念珠菌 5 例 ,O119

大肠杆菌 1 例。小便常规涂片有霉菌 1 例。X 线检

查共 28 例 ,呈斑片状阴影 18 例 ,肺不张、肺纹理增

多各 9 例 ,胸膜增厚 2 例 ,双肺门影增浓 1 例。其中

有的病例有 2 种以上表现。

1. 1. 3 　临床用药情况 　全部病例在病程中都接受

过抗生素治疗 ,29 例 (83 %) 用过两种以上抗生素联

合治疗 ,少数同时或交替用 4 种抗生素 ,疗程 5～60

d 不等 ,以广谱抗生素为主 ,计有青霉素、氨苄青霉

素、庆大霉素、丁胺卡那、红霉素、头孢类的罗氏芬、

复达欣 ,用过泰能或君刻单各 1 例。

同时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主要是地塞米松)者

27 例 (77 %) ,剂量为0. 3～1 mg/ kg ,时间 3～14 d

不等。

本组 35 例中仅 3 例后期给予咪康唑静脉点滴 ,

2 例给予口服克霉唑治疗。

1 . 2 　病理学资料

35 例均进行了尸检 ,局限于肺的真菌感染 11

例 ,证实为播散性真菌病 24 例 ,其中念珠菌 12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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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菌 5 例 ,毛霉菌 2 例 ,新隐球菌 1 例 ,真菌混合感染

4 例 (念珠菌和毛霉菌、曲菌混合感染 1 例 ,曲菌与念

珠菌混合感染 2 例 ,曲菌与毛霉菌混合感染 1 例) 。

深部真菌感染多呈播散性 ,累及的脏器较广泛 ,

24 例中肺全部被侵犯 ,肾 22 例 ,心脏 20 例 ,肠 17

例 ,脑 5 例 ,肝 5 例 ,胃 2 例 ,甲状腺和脾各 1 例。

35 例真菌肺炎的病理诊断如下 :念珠菌肺炎 17

例 ,曲菌肺炎 8 例 ,毛霉菌肺炎 4 例 ,新隐球菌肺炎

2 例 ,真菌混合感染肺炎 4 例。

真菌合并病毒感染在本组病例中也较为突出共

10 例 (28 %) 。计有曲菌合并腺病毒感染 5 例 ,念珠

菌合并腺病毒感染 2 例 ,毛霉菌合并腺病毒感染 1

例 ,毛霉菌合并巨细胞包涵体病毒和念珠菌合并巨

细胞包涵体病毒感染各 1 例。

本组 35 例中胸腺异常者 25 例 (71 %) ,其中发

育不良 8 例 ,中度退化 4 例 ,胸腺萎缩 13 例。

2 　讨论

　　我院病理科报告[1 ] 1958～1980 年 2 480 例尸

检中真菌感染 55 例 ,占尸检2. 22 % ,而 1980～1990

年 1 143 例尸检中真菌感染 44 例 ,占尸检3. 84 % ,

1991～1999 年尸检 741 例真菌感染 42 例 ,占尸检

5. 66 % ,说明真菌感染似有增高的趋势。本组病例

婴儿 31 例 ,占 88 % ,新生儿 14 例占 40 % ,证明婴

儿 ,尤其新生儿的真菌感染发病率高。由于真菌性

肺炎临床表现无特异的症状体征 ,继发的真菌性肺

炎症状常被原发疾病掩盖 ,而痰液培养真菌在小儿

不易做到 ,所以早期诊断不容易 ,加上诊断标准不统

一 ,故又造成了诊断的困难[2 ] 。

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 ,导致菌群失调 ,造成免

疫功能降低[3 ] 。本文 35 例中 29 例用过两种以上抗

生素 ,而且用药时间较长。27 例同时使用肾上腺皮

质激素 ,这样就削弱了网状内皮系统功能 ,导致患儿

免疫功能障碍 ,真菌容易侵入内脏而引起内脏深部

真菌病 ,临床上表现各脏器功能紊乱 ,症状体征错综

复杂 ,往往使医生误认为病情恶化而加强抗生素治

疗 ,则真菌感染更难控制。

胸腺是机体的中枢性免疫器官之一 ,其主要功

能是产生 T 细胞和分泌胸腺素。本文 35 例中胸腺

异常 25 例 (71 %) ,文献报道[4 ]胸腺退化与疾病有

关 ,病毒感染时胸腺退化较细菌感染时重 ,而真菌感

染不论原发、继发、病程长短均见免疫器官发生严重

的萎缩[5 ] ,肾上腺皮质激素亦可引起胸腺萎缩。本

组 25 例胸腺异常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中真菌感

染既可引起胸腺萎缩 ,而胸腺萎缩又反过来促进真

菌的感染 ,成了恶性循环。

本组病例合并细菌感染 14 例 (40. 0 %) ,计有大

肠杆菌、白色葡萄球菌、嗜血流感杆菌、绿脓杆菌 ;混

合病毒感染 10 例 (28. 5 %) ,混合了腺病毒或巨细胞

包涵体病毒 ,前者的临床表现症状较重 ,后者属全身

性感染 ,呼吸道症状常被掩盖 ,极易误诊 ,治疗就更

困难 ,预后极差。

本组病例生前怀疑真菌感染并给予抗真菌药物

治疗的仅 5 例 ,占14. 3 % ,对真菌病的治疗用药与不

用药者预后有显著差异 ,当呼吸道真菌感染诊断明

确 ,积极抗真菌药物治疗 ,可明显提高治愈率[6 ] 。

我们体会凡是幼婴、体质虚弱者或存在继发免疫缺

陷的基础疾病者 ,都应及早考虑是否有真菌性肺炎

存在的可能 ,及早给予抗真菌药物治疗 ,并提倡早用

增强胸腺功能的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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