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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恙虫病 68 例临床分析

肖雪舟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广东 3 ”广州 　510630)

　　[摘 　要 ] 　目的 　通过对小儿恙虫病的临床分析 ,提高诊断水平 ,减少误诊。方法 　回顾性病例分析法。结

果 　68 例恙虫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多样 ,误诊率高达70. 6 %。结论 　对恙虫病的诊断要结合临床表现、流行病学

资料及外斐氏反应等综合考虑以降低误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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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恙虫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由恙虫病立克次体

引起。近年来小儿恙虫病的发病率逐渐增多 ,早期

常被误诊 ,为提高诊治水平 ,现将我科 1996～1999

年收治小儿恙虫病 68 例综合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本组患儿男 48 例 , 占 79. 6 % , 女 20 例 , 占

29. 4 % ,年龄 3～13 岁 ,8～13 岁占 65 % ,3 岁以下

无。除 5 例为城镇儿童外 ,余均为农村儿童。均有

野外疫区活动史。全部病例发生在 5～11 月份。

1 . 2 　诊断依据

①发热 ,皮疹 ,淋巴结肿大 ; ②皮肤特异性焦痂

或溃疡 ; ③血清外斐氏反应阳性 OXK 1∶160 以上 ;

④流行病学资料 (包括流行地区、季节、野外活动

史) ; ⑤动物接种分离恙虫病立克次体 ; ⑥免疫荧光

抗体检查 ; ⑦马氏染色法检查焦痂溃疡内容物。本

组 68 例均符合以上依据 ①～ ④条 ,故可临床确

诊[1 ] 。

1 . 3 　临床表现

临床症状以发热、疲倦、纳差、咳嗽、头痛等多

见 ,体征以淋巴结肿大、咽充血、焦痂溃疡、结膜充

血、肝脾肿大等多见 ,其他症状、体征见表 1。

表 1 　小儿恙虫病 68 例症状与体征

症状 例数 百分比 ( %) 体征 例数百分比 ( %)

发热 68 100 淋巴结肿大 62 91. 2

疲倦 66 97. 1 咽充血 58 85. 3

纳差 65 95. 6 焦痂溃疡 53 77. 9

咳嗽 45 66. 2 结膜充血 47 69. 1

头痛 40 58. 9 肝大 42 61. 8

寒战 33 48. 5 脾大 36 52. 9

腹痛 16 23. 5 肺部罗音 32 47. 1

呕吐 11 16. 2 胸、腹水 21 30. 9

浮肿 8 11. 8 肺水肿 5 7. 4

嗜睡 1 1. 5 心动过速 2 2. 9

1 . 4 　实验室检查

本组 68 例入院时全部做了血常规检查 ,白细胞

总数 > 10 ×109/ L 22 例 ,占 32 % ,多有并发症 ;白细

胞数介于 4. 0 ×109/ L ～ 10 ×109/ L 40 例 , 占

58. 8 % ;白细胞 < 4. 0 ×109/ L 6 例 ,占8. 8 % ;血红

蛋白 < 100 g/ L 23 例 ,占33. 8 % ;血小板 > 100 ×

109/ L 38 例 ,占 55. 9 % ; < 100 ×109/ L 30 例 ,占

44. 1 % ,其中介于 30 ×109/ L～50 ×109/ L 12 例。

全部病例作了尿常规检查 ,正常 36 例 ,占52. 9 % ,尿

蛋白 ( + + + ) 18 例 ,占26. 5 % ,红细胞 ( + + + ) 7

例 ,白细胞 ( + ～ + + ) 5 例 ,管型 2 例。全部病例做

血生化检查 ,尿素氮正常 45 例 ,占66. 2 % ,升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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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占33. 8 % ,谷草转氨酶升高 (40～213U) 31 例 ,

占45. 6 % ,谷丙转氨酶升高 (48～200U) 5 例 ,乳酸

脱氢酶及其同功酶异常 17 例。全部病例做了外斐

氏反应 ,OXK > 1∶160 ,50 例 ,占73. 5 % ,OXK > 1∶

80 ,12 例 ,占17. 6 % ,合计91. 2 %。查 C 反应蛋白

34 例 ,阳性 11 例。查血沉 37 例 ,增快 29 例。5 例

血涂片查异型淋巴细胞 ,2 例升高 ( > 20 %) 。16 例

做嗜异凝集试验 ,全部阴性。42 例摄胸片 ,正常 7

例 ,肺纹理增粗 20 例 ,间质性肺炎 15 例 ,胸腔积液

8 例。40 例做心电图 ,35 例异常。5 例做脑电图 ,3

例异常。42 例做腹部 B 超 ,肝脾肿大 36 例 ,仅肝大

6 例。26 例做血培养 ,全部阴性。10 例做肥达氏反

应 ,3 例阳性 (O 1∶160 H 1∶320) 。

1 . 5 　误诊情况

有 48 例在本院初诊时误诊 ,占70. 6 % ,有的病

例误诊疾病达 2 种以上 ,其中误诊为上呼吸道感染

27 例 ,支气管炎 20 例 ,肺炎 15 例 ,淋巴结炎 1 例 ,

败血症 8 例 ,急性肾炎 5 例 ,肺水肿 3 例 ,心力衰竭

2 例 ,病毒性脑炎、血小板减少症、伤寒、传染性单核

细胞增多症及淋巴瘤各 1 例。仅有 20 例初诊时疑

及恙虫病。

1 . 6 　治疗

68 例病初时曾用羟氨苄青霉素 ,新青 Ⅱ,菌必

治 ,灭滴灵等治疗无效 ,待明确诊断后立即改用氯霉

素 (剂量每日 25～50 mg/ kg) 治疗 ,第 1 天显效 (体

温降至 38 ℃以下) 者 53 例 ,占77. 9 % ,第 2 天显效

者 12 例 ,第 3 天以后显效者 3 例。有并发症者积极

处理。全部病例完成疗程 (氯霉素静脉滴注 2～3 d ,

体温正常后改口服 ,继续用药 3～6 d ,总疗程 7～10

d)后出院 ,均治愈 ,无 1 例复发。

2 　讨论

　　恙虫病发病有明显的季节性。本组病例发生于

5～11 月 ,38 例发生在 6～8 月 ,30 例发生在 5 ,9～

11 月 ,12～4 月无病例。本地区的雨季为 5～10 月 ,

说明恙虫病多流行于温暖潮湿的季节与地区。本组

病例来自农村的占92. 6 % ,男孩明显多于女孩 ,与男

孩野外活动多 ,与疫区的水草接触多有关[2 ] 。所以

凡在疫区于流行季节中有急骤起病的高热伴纳差、

疲倦、咳嗽、咽红、肝脾、淋巴结肿大 ,有特异性的焦

痂或溃疡时 ,应想到该病的可能。本组焦痂或溃疡

阳性率达77. 9 % ,有焦痂或溃疡的 OXK 阳性率为

100 % ,这是该病的典型特征。发病的第 2 天即能发

现皮肤溃疡 ,一般为 1 个 ,仅 2 例有 2 个 ,大多在隐

蔽潮湿有气味的部位 ,如腋窝 ,会阴 ,肛周 ,阴囊 ,臀

部 ,大腿等处 ,焦痂或溃疡或大或小 ,可为圆形或椭

圆形 ,直径0. 5～1. 5 cm ,溃疡表面黑色不化脓 ,在软

组织处仅呈白色溃疡面、未经治疗愈合时间较长 ,与

化脓性感染不同 ,故诊断意义大。

本组 OXK 阳性率85. 3 % ,其中 > 1∶160 者 46

例 ,占67. 6 % , > 1∶80 ,12 例 ,占17. 6 % ,前者可确诊

恙虫病 ,后者可考虑恙虫病。试验阴性者不能否定

恙虫病 ,应结合流行病学 ,临床特点和其他辅助检查

作出结论。

恙虫病立克次体侵犯人体 ,先在局部繁殖 ,然后

进入血液再到各器官组织 ,故患者内脏组织普遍充

血 ,包括肝、脾、肺、心、肾、脑、淋巴结受到影响 ,本组

淋巴结肿大 62 例 (91. 2 %) ,咽充血 58 例 (85. 3 %) ,

结膜充血 47 例 (69. 1 %) ,肝大 42 例 (61. 8 %) ,脾大

36 例 (52. 9 %) 。

该病早期不典型误诊者本组 48 例 (70. 6 %) 。

误诊疾病达 13 种。主要原因包括 :医生对本病的基

本特征认识不足 ,对其在本地区的流行缺乏认识 ,常

遗漏野外活动史 ;病原体侵犯多脏器 ,使临床表现复

杂多样。初诊时常被局部表现牵制 ,导致误诊 ;查体

不仔细 ,遗漏焦痂。因焦痂多在隐蔽部位 ,不为患者

及其家长所注意[3 ] ,医生如不充分暴露患儿 ,也易

忽略 ;焦痂或溃疡不典型时易遗漏或忽视 ,仔细检查

肿大淋巴结周围的皮肤 ,特别是腋窝 ,生殖器 ,肛门

及头皮等部位 ,有助于发现焦痂。

本组患儿多给予氯霉素治疗 ,重症病例先静脉

给药 ,2～3 d 后改口服 ,热退后继续用药 1 周 ,有并

发症者积极对症治疗。全部病例疗效好 ,均治愈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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