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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摘
!

要"

!

目的
!

非典型川崎病$

?@

%的报道日益增多&由于认识不足&往往失去早期诊治的时机'该文探讨

了非典型
?@

的发病情况及临床特点'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治疗的
&"%

例
?@

病例资料作回

顾分析'结果
!

其中
&#"

例$

A&7#B

%为典型
?@

&

#>

例$

&A7AB

%为非典型
?@

'两组比较(

!

非典型
?@

组平均年

龄
&7"#C&7#"

岁&较典型组小&差异有显著性$

!

"

$7$&

%#

"

非典型
?@

组常见的临床症状依次是发热*口咽粘膜

弥漫性充血皲裂*指趾端硬肿脱皮*皮疹和结膜充血*颈淋巴结肿大'可仅表现其中之三*四项#

#

实验室资料$包

括心脏超声冠状动脉病变率%两组基本一致&差异无显著性$

!

#

$7$"

%#

$

非典型
?@

组在病程
>7%C<7>2

接受

丙种球蛋白治疗&住院天数为
&=7&CA7A2

&均较典型组延长&差异有显著性$

!

"

$7$"

%'结论
!

非典型
?@

更多

见于小年龄的婴幼儿&虽症状有缺如&但冠脉病变的发生率与典型
?@

一致'对疑似病例应尽早明确&及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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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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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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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
!

词"

!

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诊断

!中图分类号"

!

D"><

!!

!文献标识码"

!

E

!!

!文章编号"

!

&$$A;AA<$

$

#$$%

%

$";$%#>;$<

!!

川崎病$

?3F3G3H)2)G.3G.

&

?@

%是一种以全身

血管炎为主要病理表现的急性小儿发热性疾病&目

前采用第
<

届国际川崎病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

&

"

&

在以下
!

项主要诊断指标中符合
"

项以上即可诊

断'

!

发热
"

天以上#

"

双侧球结膜充血#

#

口咽部

粘膜充血*皲裂*杨梅舌改变#

$

手足硬肿&恢复期脱

皮#

%

皮疹#

&

颈淋巴结肿大'非典型川崎病$

3-

I0

J

):36

或
)*:,/

0

6.-.?3F3G3H)2)G.3G.

%是指未达到典

型
?@

诊断标准&但疾病的发展符合
?@

的特点&并

且排除其它已知疾病&或者具有典型心血管并发症

者!

#

"

'由于症状隐匿&给本病的早期诊断带来了困

难'为了解非典型
?@

的临床表现&现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

例
?@

病

人资料作回顾与总结&报告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7)

!

对象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院住院诊断为

?@

病例共
&"%

例&其中
&#"

例符合前述诊断标准&

为典型
?@

#

#>

例未达诊断标准&并且同时排除了其

它疾病&如猩红热*败血症&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

等&为非典型
?@

'典型病例组&男
A"

例&女
%$

例&

男
K

女
#7&K&

#平均年龄
#7%C&7>

岁$中位数
&7A

岁%#入院时系病程第
!7&C#7!

天'在非典型
?@

组&男
#$

例&女
>

例&男
K

女
#7#K&

#平均年龄
&7"

C&7<

岁$中位数
&7<

岁%#入院时系病程第
!7<C

#7!

天'两组病人在性别*入院时病程方面差异无

显 著 性$

!

#

$7$"

%&在年龄 上存 在显著差 异

$

!

"

$7$&

%'

)7!

!

方法

回顾记录了典型
?@

与非典型
?@

这两组病人

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发热持续时间*最高体

温*主要症状*住院时间等&以及实验室资料&如血白

细胞计数$

LE'

%*红细胞比积$

M'N

%*最大血小板

计数$

1ON/3P

%*

'

反应蛋白$

'D1

%*血沉$

QRD

%*

清蛋白$

S6T

%*心脏超声检查结果等'

)7(

!

统计学处理

两组病人资料结果采用
$

" C#

表示&用
R1RR

&&7$

统计软件作
$

检验或
'

# 检验&

!

"

$7$"

为差

异有显著性'

!

!

结果

!7!

!

两组病人的主要临床症状

发热持续
"2

以上是两组最主要的症状'典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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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最高体温达
<>7!U C$7"U

&非典型
?@

组达

<>7AUC$7"U

&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颈淋巴结

肿大是两组最少见的症状'其他
%

项症状&典型组

均见于
>$B

以上的病例&而在非典型
?@

组&最常

见的是口咽粘膜的改变&其次是指趾端的改变&皮疹

和结膜充血相对少见'见表
&

'

表
)

!

典型组与非典型
?@

组临床主要症状比较 例$

B

%

例数
发热持续

"2

及以上

口咽粘膜弥漫充血

唇潮红干裂&

杨梅舌

手足硬肿

指趾端膜状脱皮
多形性红斑 双结膜充血

急性非化脓性

颈淋巴结肿大&

直径
#

&7":/

典型
?@

组
!

&#" &#<

$

>A7%

%

&#<

$

>A7%

%

&#<

$

>A7%

%

&&<

$

>$7%

%

&&>

$

>"7#

%

!A

$

"%7%

%

非典型
?@

组
#> #A

$

>!7!

%

#%

$

A#7A

%

3

##

$

="7>

%

T

&"

$

"&7=

%

T

&&

$

<=7>

%

T

#

$

!7>

%

T

!!

注(与典型
?@

组比较&

3!

"

$7$"

#

!

T!

"

$7$&

!7!

!

非典型
?@

临床各种主要症状

其中具备
!

项主要症状中
%

项者占
!#7&B

$

&A

+

#>

%&

<

项者占
<=7>B

$

&&

+

#>

%'见表
#

'

表
!

!

非典型
?@

组各临床症状的组合 $

*V#>

%

主要症状 组合情况

发热
"2

以上
W W W W W W W W

结膜充血
W ; ; W ; ; W W

口咽粘膜的改变
W W W W ; W W ;

肢体末端&肛周皮肤的改变
W W W ; W ; ; W

皮疹
; ; W W W ; ; W

颈淋巴结肿大
; ; ; ; ; W W ;

合计$病例数%

! ! ! < < # # &

!7(

!

两组实验室检查结果

非典型
?@

组相对典型组&血
LE'

计数较高&

M'N

值较低&差异有显著性$

!

"

$7$"

%'其他指

标如
1ON/3P

&

'D1

&

QRD

&

S6T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见表
<

'冠 状 动 脉 病 变 典 型
?@

组 为
&>

例

$

&"7#B

%&非典型组为
=

例$

#%7&B

%&两组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

!

#

$7$"

%'

表
(

!

典型与非典型
?@

组实验室资料对比 $

$

"C#

%

例数
LE'

$

X&$

>

+

O

%

M'N

$

B

%

1ON/3P

$

X&$

>

+

O

%

'D1

$

/

Y

+

O

%

QRD

$

//

+

(

%

S6T

$

Y

+

O

%

典型
?@

组
!

&#"

&=7A>C=7&!

3

<$7$=C<7"A

3

"!7&AC&A7$A &$&7<#C!"7!> A>7=%C<&7#A <#7!#C%7>!

非典型
?@

组
#> #&7&%C=7%" #A7%&C<7$ !#7A%C&!7!= &&>7#&CA<7>> A"7$%C#A7"% <<7!C%7A%

!!

注(

3

与非典型
?@

组比较
!

"

$7$"

!7#

!

非典型
?@

组其它临床表现

表现为各个系统的病变&如消化系统$肝大*肝

功能异常
&#

例#水样腹泻
<

例&脓血便
&

例%#泌尿

系统$无菌性脓尿
#

例%#呼吸系统$肺部感染
<

例&

胸腔积液
&

例%#心血管系统$心包积液
<

例&心室增

大
&

例%#神经系统$惊厥
#

例%'典型组也可见到类

似表现&经
'

# 检验&差异无显著性'

!7%

!

治疗及转归

除
A

例病人因经济原因未予丙种球蛋白治疗

外&其余病人$

>%7#B

%在明确诊断后均予以大剂量

丙种球蛋白$

#

Y

+

H

Y

%'所有病人均给予阿司匹林每

日
"$

(

A$/

Y

+

H

Y

治疗&亚急性期后阿司匹林减量

至每日
<

(

"/

Y

+

H

Y

'病人均至临床症状稳定后出

院&无
&

例死亡'非典型
?@

组在病程
>7%C<7>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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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丙种球蛋白&住院天数为
&=7&CA7A2

&均较典

型
?@

组的
=7"C#7%2

#

&<7!C!7&2

明显延长&差

异有显著性$

!

"

$7$"

%'

(

!

讨论

!!

?@

已取代风湿热成为小儿后天性心脏病的主

要病因之一'近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非典型

?@

的报道日益增多!

<

(

"

"

'

O.Z

I

!

!

"总结了
&=

例非

典型
?@

病例&其中
=

例死亡&部分病例进行了尸

检'死亡原因分别是冠状动脉扩张伴血栓形成*心

内膜下心梗*严重心律紊乱*心室肥大心功能衰竭*

缺血性心肌病引发心源性休克&提示有相当部分非

典型
?@

病例出现严重心血管并发症'在本研究中

非典型与典型
?@

组有一致的冠状动脉病变率&所

以尽管非典型组临床症状或多或少有缺如&但仍有

&$B

(

#"B

的病例出现冠脉并发症'由于多中心随

机对照试验已显示病程
&$2

内静脉使用大剂量丙

种球蛋白$

#

Y

+

H

Y

%以及联合应用阿司匹林可显著降

低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率&甚至达
&$

倍!

=

(

>

"

&因此

?@

$包括非典型
?@

%的早期诊断*治疗显得尤其重

要'临床医师应重视非典型
?@

&提高早期诊治率'

根据我们的观察&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

非典型
?@

有一定的发病率&约占
?@

病例

的
&$B

(

#"B

$本例为
&A7AB

%'平均年龄
&7"C

&7<

岁$中位数
&7<

岁&最小年龄仅
<

月%&与典型组

$平均年龄
#7%C&7>

岁%比较存在显著差异&提示

非典型
?@

更多见于小年龄的婴幼儿'在性别构成

上两组一致&男多于女#

"

在
!

项主要症状中&非典

型
?@

组最常见的是发热&口咽粘膜弥漫性充血*皲

裂&其次是指趾端硬肿脱皮*皮疹和结膜充血'颈淋

巴结肿大最少见'实验室资料与典型
?@

病例一

致&如
LE'

*

'D1

*

QRD

增高&

M'N

*

S6T

降低&亚急

性期
1ON

增高'本研究示
LE'

*

M'N

值两组比较

有显著差异&是否提示前者病情更重&有待于增加样

本量作更深入的研究#

#

非典型
?@

同典型病例一

样&尚可出现其它系统的症状&如胃肠道*呼吸*泌

尿*神经系统等&并且往往以此为主要表现&容易导

致误诊'本资料中&非典型
?@

病例的初始诊断有

腹泻病&肝炎&败血症&肺炎&尿路感染&病毒脑炎等'

鉴于
?@

缺乏特异性诊断手段&目前诊断依赖于临

床体征的发现&所以儿科医师应提高警惕注意观察

皮肤粘膜淋巴结的改变&做好与其它疾病的鉴别

诊断'

综上所述&对发热的儿童&尤其对
&A

个月以下

的婴幼儿&应注意
?@

的症状&特别是口腔粘膜充

血*皲裂*杨梅舌及指趾端的改变&不论符合几项&如

实验室检查符合
?@

的特点&应高度警惕川崎病的

发生&争取早期进行心脏超声检查&并且积极排除其

它疾病&尽早$

&$2

内%明确诊断&正确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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