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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原体肺炎的临床诊断 ( 附 1 00 例分析 )

赵兴桂
(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

扬州
,

2 2 5 0 0 1 )

肺炎支原体是 近年来小儿呼吸道 感染的主

要致病菌之一
。

我院近 4 年来经冷凝集素测定和

聚合酶链反应 ( P C R )快速诊断方法确诊肺炎支原

体肺炎 ( M P ) 1 0 0 例
,

现报告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1 0 0 例中
,

男 5 9 例
,

女 4 1 例
,

年龄 4 5 天~

13 岁
。

一年四季均有发病
,

以冬春季节为多
,

占

6 9 %
。

1
.

2 临床症状及体征

发 病开始有发热
、

热型不规则
,

一般多在

38 ℃ 一 39 ℃左右
,

持续约 1 周左右
。

有 4 例高热

伴抽搐
。

咳嗽
:

为本病最突出的症状
,

呈阵发性
、

刺激性咳嗽
,

有白色泡沫样痰或脓痰
。

咳嗽持续

时间较长
,

可长达 1 月余
。

婴儿可表现为喘憋
,

年

长儿有胸闷
、

胸痛等症状
。

肺部体征
:

出现较迟
,

多数肺部呼吸音增粗
,

少数伴有哮鸣音
、

痰鸣音

及肺底部的湿性罗音
。

1
.

3 实验室检查

周围血象
:

白细胞计数
,

大多正常或偏高
。

血

沉 24 例增快
。

P P D 试验 (5 u)
:

26 例在病程中先

后均阴性
。

86 例曾作冷凝集试验检查
,

全部为阳

性
。

效价 l :
6 4 为 2 2 例

,

1 : 1 2 8 为 2 8 例
,

1
:

2 5 6

为 2 4 例
,

1 : 1 0 2 4 为 12 例
。

聚合 酶链 反 应

( P C R ) 测定 1 0 0 例
,

呈阳性为 8 2 例
。

1
.

4 X 线胸 片检查

肺部有不同程度改变
,

且出现较早
,

为斑点

状
、

片状或均匀的模糊影
。

近肺门较浓
,

多数为

单叶分布
,

以右下肺叶多见
,

少数呈肺段型炎性

改变
。

X 线改变与临床症状不成正比
。

一般在 2 周

消散
,

少数病例在 4~ 6周完全吸收
。

3 例病程较

长
,

患儿除肺部炎症外
,

同时合并胸腔积液
,

量

少
,

未行穿刺
,

随肺部炎症好转而逐渐吸收
。

1
.

5 肺外表现

有心肌损害
,

心电图呈 T 波改变者 6 例
,

心

肌缺血 2 例
。

6 例表现为肝肿大
,

有触痛及肝功能

轻度异常
。

3 例脾肿大
,

病初曾疑诊为肝炎
、

伤寒
。

4 例有肾损害
,

6例患儿出现红色斑丘疹
、

寻麻疹

及猩红热样皮疹
,

持续时间 2 ~ 7 天
。

2 例有肌肉

疼痛
。

有 1例年长儿表现为四肢末端对称性的雷

诺氏现象
,

持续 2 天消失
。

2 讨 论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

染
,

可引发散发或局限性流行
,

全年均可发病
,

以

冬春季多见
,

发病年龄较宽
,

近年来由于托幼机

构群体发生率增加
,

故本文病例多见于 6 岁以下

儿童
,

占 72 %
。

闭
,

有报道学龄儿童发病率也高
。

如何提高支原体肺炎的早期临床诊断率
,

应

注意以下几方面诊断要点
:

①持续性咳嗽达 2 周 以上者
,

多数呈阵发性
、

刺激性剧咳
,

但也有咳嗽较轻者
。

②肺部体征出

现较迟或轻微
,

约 13/ 左右患儿在病程中可无阳

性体征
。

③ X 线片所见远较体征显著
,

且出现较

早
。

④白细胞计数大多正常或偏高
。

⑤血清冷凝

集素滴度大多上升
,

且与病程有关
。

⑥聚合酶链

反应 ( P C R ) 测定
:

阳性
。

⑦一般抗生素治疗无效
。

大环内脂内抗生素疗效好
。

凡符合上述 4 条以上指标者
,

即应考虑本病
,

进一步确诊则有赖于血清冷凝集试验检查
,

冷凝

集素大多在起病 1 周末开始出现
,

到 3 ~ 4 周达高

峰
。

如冷凝集试验 > 1 :

32
,

再结合临床与 X 线表

现
,

早期即可确定诊断
。

但必须指出
,

冷凝集试

验系非特异性血清凝集反应
,

也可见于腺病毒肺

炎
、

肝疾病
、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

溶血性贫

血等
。

但一般效价不超过 1 :

32
。

滴度愈高
,

支原

体肺炎的可能性愈大
,

可作为支原体感染的过筛

试验
。

M P D N A ( P C R ) 检测
:

特异性强
,

灵敏度高
,



·
9 1 2

·

简便快速
,

目前可认为对 M P 感染最令人满意的
J

决速诊断方法
,

当然在临床检查中也存在着假阳

性反应
。

此外血清荧光抗体
、

补体结合及血凝抑

制等检查
,

因较繁锁
,

尚未常规应用于一般临床
。

肺炎支原体肺炎除呼吸系统表现外
, 一

有心
、

肝
、

肾损害
,

皮疹
、

肌肉痛及雷诺氏现象等肺外

表现
,

显示出 M P 感染引起多系统损害的特性
.

出

现皮疹的原因有两种可能
,

其一认为皮肤改变是

因既往曾有肺炎支原体所致的感染
,

再次感染时
,

致使出现超敏感状态而出现皮疹
;
另一种考虑由

于肺炎支原体感染
,

皮肤组织抗原性发生变化
,

出

现 自身免疫改变而致皮疹
。

观察到有 1 例年长儿

在肺外表现为四肢末端对称性的雷诺氏现象
,

系

冷凝集现象
,

乃由于患者血清中含有大量的冷凝

集素 (此患儿的冷凝集效价为 1 : 2 5 6 )
,

当遇到天

气寒冷时
,

可使红细胞在肢端毛细血管内凝集
,

致

引起局部血循环障碍与发给
。

至于合并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
,

在文献中已

有报道
。

为脑炎
、

脑膜炎
、

小脑共济失调
、

多发

性神经根炎等
。

溶血
、

血红蛋白尿
、

心肌炎
、

心

包炎等极少见
。

本组病例未见上述情况
。

本组病例均采用红霉素治疗 2周
,

少数 3 周
,

全部治愈
。

红霉素是治疗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

首选药物
,

用常规剂量
,

血中浓度较高
,

呼吸道

分泌液中可以保持高的浓度
。

红霉素能减轻症状
,

缩短疗程
。

但对带菌状态的长短并无影响
。

但红

霉素对胃肠道有刺激
,

耐受性差
,

有时可引起血

胆红素及转氨酶升高
。

由于临床上长期使用
,

近

年来已有耐药菌产生
,

另大环内醋类治疗也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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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闭报道为 22
.

7 %
。

其中子宫内膜病所致的绝经

后出血
,

癌性病变占 16
·

7 %
。

本组资料中
,

子宫

内膜的非器质性病变 (增生性
、

萎缩性
、

分泌性

宫内膜 ) “ 例
,

占 6 3
.

4 %
,

为绝经后子宫出血病

因之首
。

良性病变子宫内膜炎 27 例
,

占 25
.

9 %
。

由上述原因所致绝经后 出血占 89
.

5 %
。

表明大多

数绝经后 出血是由于子宫 内膜良性病变引起的
,

尤其是绝经 5 年内发生出血者
,

未发现宫内膜癌

及癌前病变
。

子宫内膜癌 7 例
,

占 6
.

7 %
。

不典型

增生 4 例
,

共占 10
.

5 %
,

比黄荷风报告的癌性发

生率为低
。

可能与医学科学知识的普及
,

自我保

健意识的提高
,

以及广泛开展的妇女病的普查普

治有密切关系
。

本组资料中
,

绝经至出血 < 5 年者
,

其子宫内

膜均表现为增生性及分泌性
,

而绝经至出血时间

> 8 年者
,

则子宫内膜病理均表现为炎性或不典

型增生或宫内膜癌
,

且发病的年龄越大
,

出血距

绝经的年限越长
,

恶性肿瘤的发生率越高
。

本组资料 中还可以看到
,

子宫内膜癌
,

不典

型增生及分泌性宫内膜者的宫腔深度显著增加
,

因此
,

凡绝经后出血患者
,

子宫不萎缩
、

或
“

正

常大
” ,

要高度警惕子宫内膜癌危险性的存在
。

病理检查对绝经后 出血的诊断有决定意义
。

绝经后子宫出血
,

要强调进行分段诊刮
,

分瓶送

检
,

以了解病变范围
,

为治疗提供依据
。

绝经后

的子宫
,

由于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
,

子宫肌变薄
、

变脆
,

手术操作时要注意操作轻巧
,

避免子宫穿

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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