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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患儿男，生后 15 h，因窒息复苏后呼吸困难 15 h、反应差 3 h 入院。患儿反应极差，阵发性惊厥发

作，中枢性呼吸衰竭，血氨异常增高 （>1 000 μmol/L）。入院后，血串联质谱检查显示瓜氨酸明显降低，快速家

系全基因组测序显示患儿为 OTC 基因变异，变异来自母亲。给予连续性静脉血液透析滤过等治疗，并通过脑电

图和头颅磁共振检查进行神经系统评估。患儿明确诊断为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合并脑损伤。生后 6 d

家属放弃治疗后死亡。该文对新生儿高氨血症的鉴别诊断进行重点描述，并介绍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疾病的多学

科诊疗。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23，25 （4）：431-435］

［关键词］ 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惊厥；中枢性呼吸衰竭；高氨血症；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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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从本期起，本刊推出关于新生儿疑难/罕见病例的多学科诊疗专栏，旨在通过呈现一系列真实的病

例，为广大临床医生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探讨如何利用多学科诊疗合作模式，提升对新生儿疑难/罕见病的诊

断水平和疗效。2023 年本刊将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合作，由他们为本专栏提

供新生儿疑难/罕见病例，分享他们对新生儿疑难/罕见病例诊断与治疗的经验。每期报道 1 例典型病例。希望

通过这个平台，促进医务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为广大患儿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如果您有

好的病例资料或想法，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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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鸟 氨 酸 氨 甲 酰 基 转 移 酶 缺 乏 症 （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OTCD），又称高氨血

症Ⅱ型 ， 因 鸟 氨 酸 氨 甲 酰 基 转 移 酶 （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OTC） 缺乏所致，是尿素循环障

碍最常见的疾病类型，为 X 连锁遗传病［1］，已发现

100 种以上基因突变位点［2］。有报道显示，OTCD

发病率为 1/80 000~1/56 500［3］。新生儿期起病型

OTCD 也称早发型 OTCD，男性多见，临床表现为

呕吐、拒奶、嗜睡、肌张力低下等，疾病进展快，

预后极差，多死于高血氨脑病，早期诊断、个体

化饮食、药物治疗及肝移植等有助于降低病死率，

减轻神经系统后遗症［4］。

2 病例介绍

现病史：患儿男，生后 15 h，因窒息复苏后呼

吸困难 15 h、反应差 3 h 转入我院。患儿系第 1 胎

第 1 产，顺产出生，胎龄 36 周，出生体重 3 350 g。

出生时羊水清，脐带、胎盘未见异常，生后 Apgar

评分 1 min 4 分，5 min 9 分。生后立即给予持续气

道正压辅助通气、头孢噻肟抗感染等治疗，生后

2 h 给予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生后 13.5 h 出现呼

吸浅快、反应差、四肢松软等表现，且经皮血氧

饱和度不能维持在 90% 以上，为求进一步救治，

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下由我院新生儿科转运团队

转入我科。患儿父母均健康，非近亲婚配，否认

家族遗传性疾病史。

入 院 体 格 检 查 ： 患 儿 机 械 通 气 下 ， 体 温

36.8℃ ， 心 率 140 次/min， 呼 吸 45 次/min， 血 压

55/36 mmHg （平均压 43 mmHg），反应极差，抑制

状态，间断有惊厥发作，全身皮肤苍白，双侧瞳

孔对光反射迟钝，心律齐，有力，无杂音，两侧

呼吸音对称，腹部软，肠鸣音弱，四肢肌张力极

低，原始反射均未引出。简易胎龄评估为 36 周。

辅助检查：血气分析示乳酸 8.2 mmol/L （参考

值 ： 0.5~1.6 mmol/L）， 二 氧 化 碳 分 压 67.6 mmHg

（参 考 值 ： 35~45 mmHg）， pH 7.068 （参 考 值 ：

7.35~7.45）， 碱 剩 余 -10.7 mmol/L （参 考 值 ： -3~

3 mmol/L）。入院后 8 h 血氨为 1 168 μmol/L （参考

值：10~47 μmol/L），1 h 后复查为 968 μmol/L。入

院后 13 h 血串联质谱检测示瓜氨酸为 2.83 μmol/L，

明显降低 （参考值：7~40 µmol/L）；尿串联质谱检

测示乳酸、乳清酸明显升高。脑电图检查示中度异

常早产儿脑电图，呈低电压、暴发抑制。患儿入院

后8 h，在家属知情同意下，启动极速家系全基因组

测序 （whole genome sequencing，WGS） 流程，检测

到 OTC 基 因 变 异 : NM_000531.6(OTC): c. 275G>A

（p.Arg92Gln）。变异来源于患儿母亲 （图 1）。入院

后 40 h 头 颅 磁 共 振 成 像 示 脑 干 及 丘 脑 异 常 信

号 （图2）。

3 多学科诊疗

3.1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初诊

该患儿以呼吸困难、反应差入院，伴有间歇

性惊厥发作，体格检查发现患儿无自主呼吸，常

频机械通气，反应差，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心脏、

肺部听诊无明显异常，四肢松软，原始反射不能

引出。血气分析提示呼吸性酸中毒，胸部 X 片提示

肺部充气正常。考虑患儿为中枢性呼吸衰竭。中

枢性呼吸衰竭病因较多，包括颅内出血、脑梗死、

患儿

母亲

父亲

图 1　患儿及其父母基因变异 Sanger 测序结果  患儿为 OTC 基因变异:NM_000531.6(OTC):c.275G>A(p.Arg92Gln)，

患儿母亲存在 c.275G>A 杂合突变，患儿父亲无突变。红色圈内所指为基因突变所在碱基位置。

图2　患儿头颅磁共振成像  双侧脑干及丘脑见弥散加

权显像信号异常 （箭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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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代谢性疾病等。进一步床旁头颅超声检查未

发现明显颅内出血征象。初步代谢筛查显示乳酸

增高。考虑遗传代谢性疾病的可能，予以紧急送

检 血 氨 ，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血 氨 显 著 升 高

（>1 000 μmol/L），诊断为高氨血症。

3.2　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会诊

新生儿高氨血症病因较多，轻度的高氨血症

可见于出生窒息、感染、肝功能异常等。患儿血

氨>500 μmol/L，高度怀疑遗传代谢性疾病。生后

24 h 内的严重高氨血症常为尿素循环障碍或有机酸

血症。尿素循环障碍酶缺陷包括 OTCD、瓜氨酸血

症、精氨酸琥珀酸尿症、精氨酸血症等；有机酸

尿症包括甲基丙二酸血症、丙酸血症等。其中

OTCD 是唯一的一种尿素循环缺陷伴性连锁遗传

病，瓜氨酸显著降低。该患儿为男孩，血串联质

谱检测提示瓜氨酸显著降低，考虑 OTCD。OTCD

急性期的治疗主要包括抗高血氨和对症支持治疗。

高氨血症的峰值和持续时间与患儿神经预后密切

相关［5］。抗高血氨治疗包括限制蛋白摄入，预防

内源性蛋白分解，同时快速促进氨清除，血浆氨

目标值是≤200 μmol/L［6］。

3.3　分子诊断中心会诊

二代测序技术的应用可为患儿制订精准的医

疗方案。对于可治性遗传病，及早诊断可指导临

床尽早干预，有效降低伤残率和病死率；对于尚

无有效治疗方案的遗传病，明确诊断也有利于判

断预后，针对并发症进行监测，制订合理干预决

策。由于 WGS 没有捕获建库过程，检测时间较其

他二代测序更短，而且检测范围广，能同时检测

多种变异类型。极速家系 WGS 用时更短、诊断率

更高，可以满足危重症患儿需要快速诊断的需

求［7-9］。该患儿病情危重，伴神经系统损伤，进行

快速基因检测明确诊断对于早期医疗决策具有重

要价值。因此，在家属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推荐

进行极速家系 WGS 检查。结果显示该患儿为 OTC

基因变异，变异来自母亲。由于母亲为杂合变异，

且该病为 X 连锁不完全显性遗传病，患儿母亲无临

床症状。该患儿为男孩，单一 X 染色体，外显子部

位基因变异 （c.275G>A，p.Arg92Gln）。该变异为

已知致病突变，为以往文献所报道，突变影响了

一个高度保守的氨基酸，对蛋白质功能产生有害

影响，结合临床，考虑为致病基因变异［10-11］。

3.4　儿童重症医学科会诊

降低血浆氨最快速的方法是透析，包括间歇

性 血 液 透 析 、 连 续 性 静 脉 - 静 脉 血 液 透 析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diafiltration，CVVHDF）、

连续性动-静脉血液透析、连续性静脉血液透析滤

过［12］。如不具备血液透析条件可以使用腹膜透析，

但效果可能欠佳。换血治疗可能导致内源性蛋白

质分解代谢，应避免使用。紧急透析使用的适应

证如下：（1） 血氨水平 250~500 μmol/L，使用静脉

抗高血氨药物后患儿出现明显脑病征象和/或血氨

急骤升高 （起病 1~2 d 血氨达 250~500 μmol/L），或

经 3~6 h 治疗血氨仍无快速下降趋势；（2） 血氨水

平>500 μmol/L。该患儿入院时血氨>1 000 μmol/L，

达到紧急透析适应证，予以 CVVHDF 治疗。

3.5　影像科会诊

高氨血症容易导致脑损伤，头颅磁共振检查

有助于评估脑损伤的严重程度［13］。急性期表现为

弥漫性脑水肿，多发异常信号，严重时出现脑疝、

脑梗死样表现。慢性期可见脑萎缩、海绵样脑病。

典型患者的头颅磁共振波谱成像可表现为谷氨酰

胺升高。该患儿脑干及丘脑见弥散加权显像信号

异常，符合高氨血症脑损伤磁共振影像学表现。

3.6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诊断思路总结

该患儿以不明原因的中枢性呼吸衰竭、惊厥

入院，送检遗传代谢病初步筛查，血气分析提示

乳酸增高和轻度代谢性酸中毒，血氨水平明显增

高。予以送检血尿串联质谱，在高度怀疑遗传代

谢性疾病的基础上，为早期医疗决策，予以极速

WGS 检查。患儿 OTCD 诊断明确，通过 CVVHDF

降血氨治疗的同时，进行头颅磁共振和脑电图检

查评估脑损伤。高氨血症的鉴别诊断思路及尿素

循环见图 3。患儿最终诊断为：新生儿 OTCD、高

氨血症、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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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院经过及转归

患儿入院时疑似遗传代谢性疾病，停止蛋白

摄入；血浆氨异常升高，予精氨酸促进氨代谢，

并启动 CVVHDF 治疗。血串联质谱回报瓜氨酸明

显降低，怀疑尿素循环障碍 （疑似 OTCD），予瓜

氨酸、左卡尼汀、维生素 B1、维生素 B6 等治疗以

降低血氨，改善能量代谢。入院后 29 h，患儿明确

诊断为 OTCD，为 X-连锁不完全显性遗传，母亲为

携带者。

其他治疗：（1） 呼吸：患儿入院时有呼吸衰

竭、二氧化碳潴留，予高频呼吸机辅助通气，好

转后改为常频呼吸机辅助通气，入院后第 4 天因肺

出血改为高频呼吸机辅助通气。（2） 循环：入院

时存在休克，予扩容及多巴胺、肾上腺素改善循

环等治疗。（3） 神经：持续脑电图监测，先后予

苯巴比妥、咪达唑仑、左乙拉西坦控制惊厥发作。

（4） 营养支持：静脉补充高糖及脂肪乳剂，维持

正常血糖，同时采用胰岛素维持治疗，减少分解

代谢。

患儿 OTCD 诊断明确，且发病时间早，病情

重，血氨显著增高 （>1 000 μmol/L），头颅磁共振

和脑电图检查显示存在脑损伤，停止 CVVHDF 后

血氨快速升高，提示预后不良。患儿家属了解病

情后考虑患儿预后差，在患儿 6 日龄时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后患儿死亡。分子诊断中心为家属提供

了再孕遗传咨询：患儿母亲存在 OTC 基因杂合变

异，平时无临床表现，但应激时需警惕发病，必

要时检测血氨及血氨基酸和尿有机酸水平。再次

怀孕时建议选择第三代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技术，

在胚胎植入前进行基因检测。患儿诊疗经过时间

轴见图 4。

图 4　患儿诊疗经过时间轴  ［OTCD］ 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WGS］ 全基因组测序；［CVVHDF］ 持续

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

图3　高氨血症鉴别诊断及尿素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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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本文报道了 1 例新生儿期起病的危重型 OTCD

多学科诊断和救治过程。基于临床鉴别诊断思维，

开展多学科诊疗合作，通过串联质谱和基因检测

等方法，予以快速诊断。患儿确诊后，给予了

CVVHDF 等治疗，并通过脑电图和头颅磁共振检

查进行了脑损伤的早期评估，辅助早期医疗决策。

由于患儿起病时间早、进展快，不良预后结局无

法避免，但对该患儿的明确诊断，可为患儿父母

提 供 遗 传 咨 询 和 再 生 育 指 导 ， 保 障 优 生 优 育 。

OTCD 作为常见的尿素循环障碍性疾病，高氨血症

及继发性脑损伤严重影响患儿生存率和预后。疾

病早期识别、早期诊断、及时降血氨治疗、评估

神经系统损伤，对于改善患儿预后、降低脑损伤

后遗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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