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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检证实的新生儿胸腺意外性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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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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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

!

目的
!

新生儿胸腺退化与疾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国内研究较少'该研究探讨了新生儿胸腺意外

性退化的可能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帮助'方法
!

对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尸检证实为胸腺意外性退化

的
&"

例新生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

例新生儿中胸腺重度退化
&$

例&中度退化
#

例&轻度退化
;

例'

胸腺重量
;7?#@&7?!

A

&最小重量仅
&7%!

A

&平均死亡时间为生后
>7!2

'

&"

例中早产儿
&&

例&呼吸窘迫综合征
=

例&重度窒息
>

例&肺出血
?

例&先天性心脏病
;

例&化脓性肺炎
"

例&深部真菌感染
%

例'其中
&;

例使用过地塞米

松'结论
!

新生儿胸腺意外性退化并不少见&缺氧*重症感染*使用过地塞米松等因素可能是造成胸腺意外性退化

的主要原因'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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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是
D

细胞发育成

熟的主要部位&特别是在新生儿期&其功能尤为重

要'新生儿期各种打击常常导致胸腺意外性退化'

我院近
%

年尸检发现胸腺意外性退化新生儿
&"

例&

现报道如下'

(

!

一般资料

!!

&"

例均为我院
8E'F

死亡新生儿&其中早产儿

&&

例&足月儿
%

例&胎龄
#=

!

%&

周&平均胎龄
;"

G#

周&体重
"

&$$$

A

#

例&

&$$$

A!

&%==

A

%

例&

&

"$$

!

#%==

A

"

例&

#"$$

A

以上
%

例'死亡时间从

生后
"(

到
#?2

&平均
>7!2

'均合并两种以上疾

病&主要原发疾病情况见表
&

'其中
&;

例曾使用过

地塞米松'

&$

例重度胸腺意外性退化中有
;

例出

现化脓性支气管肺炎&

%

例深部真菌感染均为重度

胸腺退化患儿&且住院时间均在
&

周以上'

表
(

!

主要原发疾病

疾病 例数$

H

% 疾病 例数$

H

%

早产
!!!!!

&&

$

>;7;

% 化脓性支气管肺炎
"

$

;;7;

%

呼吸窘迫综合征
=

$

!$7$

% 深部真菌感染
!!

%

$

#!7>

%

重度窒息
!!!

>

$

%!7>

% 先天性心脏病
!!

;

$

#$7$

%

肺出血
!!!!

?

$

";7;

% 其它
!!!!!!

%

$

#!7>

%

!

!

诊断标准

!!

由于新生儿胸腺重量随胎龄大小不同差异较

大&分度诊断主要根据组织学观察&将胸腺退化分为

;

度!

&

&

#

"

(

轻度(皮质淋巴细胞轻度减少&出现星空现象&

但皮髓分界明显#有髓质和$或%皮质淋巴细胞变性#

胸腺小体多数增大&并有中性白细胞和淋巴细胞侵

入#灶性出血&小血管轻度增生&散在分布'

重度(胸腺小体缩小#皮髓质内淋巴细胞严重减

少&几乎看不到&皮髓质分界不清#胸腺小体聚拢而且

数目增多&变大且囊性变#间质纤维组织增多&脂肪变'

中度(介于轻度与重度之间&皮质淋巴细胞明显

减少&皮髓分界模糊&上皮网状支架可见&小血管呈

集中趋势'

)

!

病理资料

)7(

!

胸腺重量

&"

例胸腺重量
;7?#@&7?!

A

&最小
&7%!

A

&最

大
"7?

A

'与正常同龄胸腺
&!7%@=7&

A

相比&重

量明显减轻&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

$7$&

%'

)7!

!

胸腺病理

&$

例重度胸腺退化患儿胸腺均明显萎缩&皮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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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薄&皮髓质界限不清'胸腺小叶皮质淋巴细胞少

见&几乎看不到淋巴细胞'胸腺小体增多&钙化&囊

性变或脂肪变&小血管增多$图
&

&见封
"

%'

"

例轻

中度萎缩胸腺皮质也有变薄&但皮髓质界限尚清&淋

巴细胞明显减少&胸腺小体部分脂肪化'

#

!

讨论

!!

胸腺是机体的中枢免疫器官&不仅是
D

细胞发

育分化和成熟的场所&而且还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可以分泌多种胸腺激素&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特别

是细胞免疫功能&增强机体抗肿瘤和抗感染的能

力!

;

"

'胸腺有明显的年龄性变化&幼儿期的胸腺较

大&到
&$

岁左右达最大&此后缓慢退化&胸腺细胞数

量渐少'胸腺是一个易受损害的器官&急性疾病应

激*大剂量照射或大剂量激素等均可导致胸腺急剧

退化&胸腺细胞大量死亡#但病愈或消除有害因子

后&胸腺的结构可渐恢复!

%

"

&新生儿胸腺对于其免疫

功能非常重要'由于新生儿生命力低下&在承受严

重疾病的打击下&更加容易发生胸腺意外性退化'

国内冯雪莲!

"

"对
#&#

例围产儿胸腺进行病理观察发

现胸腺严重萎缩
#;H

&轻度萎缩
"#H

&正常者仅占

#"H

'我院近
%

年尸检的
"!

例新生儿中&发现胸腺

意外性退化
&"

例&发生率
#!7?H

'可见&胸腺意外

性退化在危重新生儿中很常见'

胸腺意外性退化的因素很多&具体机制尚不明

确'梁生本!

&

"报道感染性疾病比非感染性疾病所致

退化更严重&病程与退化程度高度正相关'从本组

病例看&

?

例感染患儿$其中
&

例同时存在细菌和霉

菌感染%有
!

例发生重度胸腺退化中&

#

例为轻度胸

腺退化&与该报道相符'笔者认为感染与胸腺退化

可能互为因果&胸腺退化同时也加重了感染的发生'

本组
&"

例中
%

例发生深部真菌感染&与胸腺退化导

致的免疫功能低下有较大关系'除感染外&本研究

发现在因各种原因如呼吸窘迫综合征*重度窒息*肺

出血*先天性心脏病引起严重缺氧患儿中也有
%

例

发生重度胸腺退化&可见缺氧可能也是导致胸腺意

外性退化的重要因素'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金敏等!

!

"报道地塞米松剂量和疗程与胸腺重量密切

相关&提示地塞米松可以导致胸腺内细胞凋亡&诱发

胸腺退化'本组病例中也有
&;

例曾使用过不同剂

量的地塞米松&可能也是导致胸腺退化的因素之一'

故临床上有必要限制地塞米松的滥用&特别是大剂

量和长时间应用&其危害甚大&实无必要'

本组病例胸腺大小与正常胸腺相比明显萎缩'

特别是重度的胸腺退化&镜下可见皮髓质完全不清&

皮质变薄&淋巴细胞非常少见&胸腺小体增多&脂肪

变&呈现出成人萎缩胸腺的外观'而且小血管有增

多表现&估计可能与缺氧引起的血管性增生有关'

胸腺萎缩进一步导致了免疫功能低下&特别是
D

淋

巴细胞功能低下&淋巴细胞转化率降低&容易并发各

种严重感染&导致患儿死亡'故进一步探究胸腺意

外性退化的具体机制&在临床上对其予以足够的关

注&有利于提高危重新生儿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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