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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严重细菌感染的儿童恙虫病 G 例临床分析

单小鸥!钱彩!陈益平!林忠东

"温州医学院附属育英儿童医院急诊科!浙江 温州&F#"$$F$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e@@F$%#$$%&$" e$H$H e$F

&&恙虫病系立克次体感染#由恙螨通过叮咬处进

入人体#经淋巴系统进入血液产生立克次体血症及

毒血症# 导致全身小血管炎和血管周围炎#可引起

多脏器功能损害) 由于恙虫病往往以不明原因的发

热而就诊#当出现多脏器功能受损时易误诊为细菌

感染引起的严重脓毒症) 若诊断治疗不及时#也可

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为提高对恙虫病并发多

脏器损害的认识#现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我院收治的 G 例类似严重细菌感染的恙虫病患儿临

床资料分析报道如下)

CQ对象与方法

C7CQ对象

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我院共收治恙

虫病患儿 !$ 例%#$$$ 年 ! 例##$$Y 年 # 例##$$G 年

F 例##$$@ 年 H 例&#其中类似严重细菌感染的恙虫

病患儿 G 例#此 G 例收住月份均在 G o% 月) 收住儿

童传染科 # 例#儿科急诊观察室 H 例#儿内神经科 !

例) 男 " 例#女 # 例#年龄 F o% 岁#平均 " 岁)

C7@Q诊断标准

恙虫病诊断标准!!"

'

$

在自然疫源区_夏秋季

节_有草地等野外活动史$

%

短期内出现高热并短时

间内高热不退_出现特异性溃疡或焦痂$

&

淋巴结肿

大#皮疹#脾大$

)

外R斐氏反应
#

!h!Y$$具备上述 H

条中的 F 条即可诊断) 本文 G 例患儿符合
$

#

%

#

&

#

)

标准的 # 例#符合
$

#

%

#

&

标准的 " 例)

C7EQ方法

回顾性分析 G 例类似严重细菌感染的恙虫病患

儿住院的临床资料#主要分析其临床特点及实验室

指标等)

@Q结果

@7CQ临床特点

G 例患儿年龄 F o% 岁#平均 " 岁#均表现为高

热#其中稽留热 H 例#驰张热 F 例#平均最高体温为

H$7!l#院外发热时间 F o!$ 2%平均 Y7G 2&#整个

病程发热持续时间为 " o!@ 2 %平均 !$7H 2&) 皮疹

"例#均表现为红色斑丘疹#G 例均找到特征性的焦痂

或溃疡%图 !&) 浅表淋巴结肿大 Y 例) Y 例肝大%肋

下 # oF7" </不等&# G例脾大%!7$ oF7" </不等&)

&&图 CQ患儿特征性的焦痂和溃疡Q

8'患儿后背部焦痂$

J'患儿下腹部溃疡)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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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Q脏器累及情况

肝脏受损 G 例#主要表现为谷丙转氨酶升高#白

蛋白下降#但胆红素均正常$肺部受损 ! 例#胸部'[

表现为间质性肺炎及两侧少量胸腔积液#除咳嗽外#

无低氧血症的表现$血液系统受累 G 例#主要表现为

血小板下降$心血管系统受累 # 例#主要表现为舒张

压下降 ! 例#肌钙蛋白升高 ! 例#无心衰及心律失常

的表现%表 !&)

@7EQ实验室检查结果

外周血白细胞%KI'&升高 # 例#下降 ! 例#正

常 H 例$血小板%1Q[&下降 G 例$谷丙转氨酶% EMR

1[&升高 G 例$低蛋白血症 G 例$'反应蛋白%'R4.3<R

-)=.04,-.)*# ';1&升高 G 例$H 例检测了前降钙素

%04,<36<)-,*)<# 1'[&水平#有 F 例升高#其中 $7" o

#7$ *J_/Q#例##7$ o!$7$ *J_/Q!例%正常参考值'

d$7" *J_/Q&$肌钙蛋白R

,

升高 ! 例#为 $7% *J_/Q

%参考值 $ o$7! *J_/Q&$外R斐氏反应阳性 # 例#阴

性 " 例%表 #&)

表 CQG 例恙虫病患儿主要临床特点

病例 性别 年龄%岁& 院外发热时间%2& 最高体温%l& 皮疹 焦痂_溃疡部位 淋巴结肿大 肝大%</& 脾大%</& 其他脏器累及

! 男 F G H$7$ 斑丘疹 后背部 有 F7" #7" 胆囊水肿

# 男 % G H$7$ 斑丘疹 左侧腋窝 有 #7$ !7$ 休克

F 男 F G F%7% 斑丘疹 左侧腋窝 有 #7" #7$ 无

H 女 Y F H!7# 斑丘疹 下腹部 有 F7" F7$ 胆囊水肿

" 女 F " F%7" 斑丘疹 下腹部 有 $ F7$ 无

Y 男 F !$ F%7Y 无 下腹部 无 F7$ F7$ 肺部

G 男 % @ H$7" 无 下腹部 有 #7" #7$ 无

表 @QG 例恙虫病患儿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病例 ';1%/J_Q&

KI'% g!$

%

_Q& 1Q[% g!$

%

_Q&

1'[%*J_/Q& EM1[%U_Q& 白蛋白%J_Q& 外R斐氏反应

! !%H7$ !Y7F "G $7" o#7$ G$G #F7" 阴性

# !GH7$ !%7# F! $7" o#7$ FFF #!7H 阴性

F !!H7$ !!7@ Y! d$7" #Y@ #G7$ 阴性

H #$7# F7# G% e !F! #@7" 阴性

" Y"7$ !$7" YG e #F$ #Y7" 阴性

Y !!"7$ !$7" Y! #7$ o!$7$ !#$ #$7$ 阳性

G Y%7% H7# H% e !F" #H7$ 阳性

&&注', e-表示未检测

@7WQ入院时诊断(治疗与转归

入院诊断 ! 例为伤寒#F 例败血症%重症&#! 例

颅内感染*血小板减少#F 例恙虫病#误诊率为 "Gc)

误诊时间 # o!$ 2) 误诊病人均用过抗生素#分别为

头孢他定*头孢三嗪*舒巴坦R头孢哌酮*万古霉素和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诊断恙虫病后#Y 例用氯霉

素#F o" 2后体温正常#! 例用阿奇霉素## 2 后体温

正常) G 例病人均治愈出院)

EQ讨论

恙虫病在国内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及西南地

区#一年四季均有发病#尤以 Y o% 月份为高峰期)

温州虽也属东南沿海地区#但恙虫病并不多见) 张

永虎等!#"报道了温州地区成人恙虫病的发病情况#

!$ 年中仅 H@ 例) 我院 #$$$ 年以来因恙虫病住院

的患儿仅 !$ 例#但 #$$Y o#$$@ 年有 % 例#有增加的

趋势)

恙虫病往往以不明原因急性发热而就诊#在疫

区#近年来已作为急诊发热的常见原因!F"

) 恙虫病

临床表现多样化#从类似于流感样症状#到伴有脏器

损害*多脏器功能不全%类似于严重脓毒症综合征&

等) 本文 G 例病人的临床特点主要为高热*肝功能

损害*低蛋白血症*血小板减少*血 ';1和 1'[升

高#除特征性的焦痂和溃疡外#与严重细菌感染的临

床表现相似#尤其 ';1*1'[升高#极易误诊为严重

细菌感染而给予广谱抗生素治疗) 在本组中有 F 例

病人入院时的初始诊断为败血症%重症&#且分别用

过万古霉素*舒巴坦R头孢哌酮和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钠)

恙虫病由于全身小血管炎及血管周围炎#故可

累及全身各脏器#恙虫病并发肝功能损害比较常见#

大约在 G$c o%$c

!H#""

# 本组病人的肝功能异常的

发生率与文献报道相似) 张禄等!Y"报道 !#" 例病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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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 例1Q[下降%占 Y"7Yc&#本组资料中 1Q[

下降 的 比 例 也 比 较 高# 最 低 的 1Q[计 数 为

F! g!$

%

_Q#可见恙虫病病人血小板下降也是比较

常见的) 虽然';1预测细菌感染的价值有限#在儿

科#如果考虑感染性疾病#当 ';1明显升高时往往

会考虑侵袭性细菌感染#但本组病人';1也明显升

高#值得注意) 恙虫病病人';1升高的机制目前尚

未清楚#可能与该病的自愈倾向有关!G"

) 1'[作为

区别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的指标#无论从敏感性和

特异性方面均比 ';1好# B.4*�*2.OQ,0.O等!@"在

一项多中心的研究中得出#在儿科急诊#1'[升高可

作为一个预测侵袭性细菌感染的比较好的指标) 本

组资料中有 H 例病人检测过1'[#发现有 F 例升高)

从以上的分析得知#恙虫病表现为高热*肝功能损

害*1Q[下降#';1升高#1'[升高比较常见#与严重

细菌感染极为相似#尤其当';1#1'[升高时更易误

诊为严重细菌感染) 虽然焦痂或溃疡是恙虫病的特

征性体征#但由于一些医师临床经验不足#对本病不

了解#缺乏警惕性#加上体格检查不仔细#特别是对

腋窝*腹股沟区及会阴部等焦痂或溃疡常见部位的

忽视#恙虫病患儿被误诊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恙虫

病发病率有增多趋势的情况下#有必要将恙虫病作

为儿科急诊发热#尤其是严重细菌感染的鉴别诊断

疾病之一)

尽管恙虫病有类似严重细菌感染的临床表现#

但仔细地研究病史仍发现两者之间的一些不同'

$

发病年龄组不同) 楚治群等!%"报道 F$ 例儿童恙

虫病并发多脏器损害的患者#%$c qF 周岁#本组患

儿的年龄同样偏大%平均年龄 " 岁&#而侵袭性细菌

感染所致的严重脓毒症往往以小年龄组% dF 周岁&

患儿为主) 这与该组患儿免疫功能相对偏低#易受

细菌感染有关#而恙虫病与草地等野外活动有关#因

此年龄大的患恙虫病的机会多$

%

病程不同#并发休

克的时间不同) 恙虫病的自然病程是 !H o#! 2#严

重并发症基本发生在第 # 周#在未得到有效治疗前

病程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得到正确的治疗后病情可

得到有效控制!!$"

) 本组 ! 例病人发热 !@ 2 后才考

虑恙虫病#在得到正确的治疗后病情很快得到控制)

恙虫病并发休克的病例文献报道不多#在本组 G 例

患儿中#发生休克的患儿仅 ! 例%占 !H7Fc&#经扩

容及血管活性药物多巴胺*多巴酚丁胺的使用及氯霉

素治疗好转) 而细菌感染所致的脓毒症#病情进展很

快#若控制不好#易发生休克而有较高的死亡率)

综上所述#尽管恙虫病的临床表现类似严重细

菌感染#但仍有所不同#应注意区别) 对于年龄偏

大*发热时间较长的患儿#虽然临床表现与严重细菌

感染相似#但并未如预期一样发生休克#须仔细询问

病史%如生活的周围环境中是否有草地&#并在全身

仔细寻找皮肤焦痂或溃疡#如确实无焦痂或溃疡发

现#也可以通过实验室检查#如外R斐氏反应来明确)

因外R斐氏反应阳性率不高#如果正常#对高度怀疑

的病人在密切观察病情的情况下也可以诊断性试用

氯霉素*强力霉素*阿奇霉素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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