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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侵袭性肺曲菌病1例

詹庆元 陈文慧 孙兵 童朝辉 胡家骏

【关键词】肺曲菌病}诊断； 治疗

原发性侵袭性肺曲菌病(IPA)可发

生于免疫功能正常的患者，虽然其发病

率较低，但病情重、进展快、病死率很

高n。2]。现就本院成功救治1例原发性

IPA患者的病情报告如下。

1病历简介

患者女性，37岁，因咳嗽、咯痰4 d，

加重伴呼吸困难1 d，意识不清2 h，于

2007年11月7日人院。患者入院前4 d

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咯白色黏痰，无发

热、喘憋、咯血、胸痛、盗汗；入院前1 d

咳嗽加重，伴发热及呼吸困难；入院前

2 h出现意识不清。人本院急诊科，X线

胸片检查示双肺野透过度增强，考虑“支

气管哮喘”，静脉滴注(静滴)氨茶碱、甲

泼尼龙、莫西沙星等，予无创呼吸机辅助

通气，但病情迅速加重。既往体健，居住

环境较潮湿。查体：体温36．5℃，心率

138次／rain，呼吸频率31次／min，血压

144／76 mm Hg(1 mm Hg=0．133 kPa)，

心律齐，浅昏迷，口唇发绀，呼吸浅快，双

肺呼吸音极低。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25．2×109／L，中性粒细胞0．94，血红蛋

白(Hb)131 g／L，血小板计数(PI。T)

239×109／L。血气分析：pH值7．10．血

氧分压(P02)46 mm Hg，血二氧化碳分

压(PC02)146 mm Hg，吸入氧浓度

(FiO。)O．50。立即行气管插管，当日支气

管镜检查示气道黏膜弥漫充血、水肿，表

面有白色膜状物覆盖(彩色插页图1，

2007年11月7日)，考虑霉菌感染不能

除外。加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50 mg静

滴；床旁X线胸片示双肺纹理增重、模

糊，左肺野透过度增强，右肺上叶不张

(彩色插页图2，2007年11月8日)。胸

部CT示双肺多发大小不等的团块状高

密度影，边缘模糊，周围见“晕轮征”(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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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插页图3，2007年11月20日)。多次

痰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培养均为烟曲霉

菌，支气管镜下吸出物病理检查示坏死

组织中可见大量曲菌菌丝生长(彩色插

页图4)。将两性霉素B脂质体在5 d内

加至250 mg／d，并联合静滴伏立康唑

200 mg，12 h 1次，间断气道内滴注两性

霉素B。病情好转后两性霉紊B脂质体

减至100～150mg／d维持，31 d后停用，

总量为4 350 mg。18 d时伏立康唑改

为口服。出院后继续服用至2008年1月

10日，总疗程2个月。

气管插管后期先后联合应用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及替考拉宁治疗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患者入院后

出现严重自发性纵隔气肿及颈、胸部皮

下气肿，并逐渐延伸至双踝部。插管后予

小潮气量(280～320 m1)，低呼气末正压

(PEEP，0～3 cm H20，1 cm HzO=

0．098 kPa)，加用自动电流(Auto Flow)。

予咪唑安定、丙泊酚联合哌库溴胺镇静、

肌松；用针头穿刺或胸骨上皮肤切开排

气，并按压皮肤排气。前6 d监测气道压

(平台压)达40～46 cm H20左右，潮气

量250～300 ml，内源性PEEP(PEEPi)

18～24 cm H：O，自主呼吸不能触发呼

吸机，PC02高于100 mm Hg，pH值

7．00～7．22。入院2 d起行连续性静一静

脉血液滤过(CVVH)3次，共165 h，

CVVH期间患者体温正常。电解质、肌

酐、尿素氮维持正常水平。气道水肿逐渐

改善。6 d后随病情好转停用镇静、肌松

剂，14 d后气道峰压降至24 cm H：O左

右，PC02降至60 mm Hg以下，皮下气

肿明显好转，意识恢复，18 d后拔除气管

插管。治疗期间患者腹胀严重，肠鸣音消

失，胃管内可间断抽出墨绿色胆汁，腹内

压(膀胱压)最高达22 em H。O，并出现

持续消化道出血，血红蛋白最低时降至

72 g／L。予抑酸、保护胃黏膜、输悬浮红

细胞、肛管排气，甘油／中药灌肠等综合

治疗后患者胃肠功能逐渐恢复；予胰岛

素静脉泵入严格控制血糖。后期加强四

肢及心理康复。患者最终痊愈出院。出院

后复查胸部CT示双肺病变明显吸收

(彩色插页图5，2007年12月29日)。

2讨论

原发性IPA少见，易被误诊，因此，

提高诊断意识尤为重要。IPA应与以下

疾病鉴别：①支气管哮喘：曲霉菌感染首

先侵及气道，造成气道黏膜充血、水肿、

坏死，因此在症状、体征方面容易与重症

支气管哮喘混淆。该患者无支气管哮喘

病史，平喘治疗无效，支气管镜检查有特

殊表现，均提示该患者并非为常见的哮

喘。②变应性支气管肺曲菌病(ABPA)：

ABPA具有哮喘史、外周血嗜酸粒细胞

增多、中心性支气管扩张、血清总IgE升

高，且对激素治疗反应好等特点。⑨心源

性哮喘：患者年轻，无基础心脏病史，双

肺未闻及湿哕音，X线胸片未见肺淤血

征象，心脏彩超大致正常均不支持心源

性哮喘的诊断。

该患者为年轻农民，平素体健，仔细

追问病史，可能因在发病前应用霉变玉

米棒生火时一次性吸入了大量曲霉菌孢

子。致病情重、进展快，并在短时间内出

现严重i型呼吸衰竭和多器官功能障碍

综合征(MODS)。患者最终获得痊愈可

能与以下处理有关：①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患者人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

当日即行支气管镜检查。为及早确诊获

得了最直接的镜下证据和可靠的病原学

证据，使患者在入院后当日就得到了针

对性的抗真菌治疗。而联合应用伏立康

唑对于进展迅速的感染(breakthrough

infection)可能有较好的效果¨]。②合理

的呼吸支持：患者气道阻力很高，同时合

并全身广泛自发皮下气肿，通气极难维

持。因此，如何在保证最基本通气的同时

又不加重气肿。是贯穿整个机械通气过

程的主要问题。为此，我们采取了如下措

施：尽量降低氧耗以减少C0z产出量

(给予镇静、肌松、CVVH等)；采取肺保

护性通气策略，予小潮气量、低PEEP，

同时加用Auto Flow；及时切开皮肤引

流并挤压排气防止进一步加重气肿}间

断支气管镜下吸痰(插管18 d期间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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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1次)，有效改善了由于痰栓堵塞引

起的肺不张，并减少了毒紊吸收。③早期

行CWH：IPA患者易并发感染性休克
和急性肾功能衰竭。]，我们在患者出现

轻度肾功能不全时即开始应用CVVH。

最终达到了如下治疗目的：清除患者体

内的炎症因子，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感染

性休克和MoDS的发生[5“3}纠正酸中

毒，保持循环稳定；保证抗真菌药的用药

安全及充分营养支持；降低机体氧耗；脱

水以减轻气道水肿，通气得以改善。④其

他器官功能支持：包括胃肠功能支持、严

格控制血糖和后期康复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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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呼吸困难为首发的格林巴利综合征1例报告

吴先正潘菊萍孙跃喜

【关键词】格林巴利综合征I 呼吸困难

1病历介绍

患者女性，32岁，因“进行性呼吸困

难3 d”，于2005年2月17日13：00入

院。人院2周前有上呼吸道感染病史，主

要表现为咳嗽、流涕、少痰，在当地医院

按上呼吸道感染治疗，症状缓解。3 d前

逐渐出现呼吸费力、胸闷，走路不稳。查

体：精神萎糜。体温(T)37．2℃，脉搏(P)

90次／rain，呼吸频率(RR)25次／min，血

压(BP)130／75 mm Hg(1 mm Hg=

0．133 kPa)；咽无充血，甲状腺无肿大，

双肺呼吸音粗，心率90次／min。律齐，各

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

肝脾未触及肿大。神经系统检查：双侧软

腭抬举无力，咽反射弱，四肢肌力5级，

肌张力偏低，病理征阴性，双下肢共济运

动略差。初步考虑“呼吸困难原因待查

(呼吸系统感染可能性大)”，给予抗感染

等对症支持治疗，病情无缓解。于2月

18日展出现急性呼吸困难，有濒死感，

烦躁不安，口角流涎，意识障碍，查体：意

识模糊，T 37．0℃，P 120次／rain，RR

38次／min，BP 140／80 mm Hg，脉搏血

氧饱和度(Sp02)0．70，有三凹征，口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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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末梢发绀，口腔分泌物增多。吞咽

困难，双肺呼吸音低，心率120次／rain，

律齐。立即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

吸，急查心电图示窭性心动过速，ST—T

改变；肝肾功能、电解质、糖代谢、血浆

D一二聚体、血凝常规及头颅CT、脑电

图、脑地形图均正常。血常规：白细胞计

数(WBC)9．8×109／L，中性粒细胞(N)

0．954，血小板计数(PLT)225×10。／L；

血气分析：血氧分压(P02)50 mm Hg，血

二氧化碳分压(PC02)47 mm Hg；肌电

图示左右膈神经及面神经异常传导速

度，异常F反应，大致正常感觉神经传

导速度，正常针极肌电图。遂拟诊：格林

巴利综合征(GBS)。给予静脉滴注大剂

量丙种球蛋白、甲泼尼龙、维生素B、

预防感染、鼻饲进食等综合治疗，患者病

情好转，于入院7 d后撤离呼吸机。入院

8 d和20 d查脑脊液(CSF)常规、血生

化、细菌涂片、病毒相关指标均为阴性。

于入院治疗23 d痊愈出院，至今随访未

再复发。

2讨论

本例患者为年轻女性，2周前有上

呼吸道感染病史，急性起病，呈单向病

程，以进行性呼吸困难、意识障碍，肌电

图示左右膈神经、面神经异常传导速度

及异常F反应，且给予大剂量丙种球蛋

白、甲泼尼龙治疗效果明显。尽管该患者

CSF无蛋白细胞分离现象⋯，但仍可诊

·病例报告·

断为GBS。

到目前为止GBS的确切病因不详，

可发生于感染性疾病、疫苗接种或外科

处理后，也可无明显诱因。众多文献提示

GBS是一种免疫介导的周围神经脱髓

鞘病变。多数GBS患者有胃肠道或呼吸

道感染症状以及疫苗接种史．急性或亚

急性起病，出现肢体对称性迟缓性瘫痪，

病情急重者可出现四肢完全性瘫痪、呼

吸肌和吞咽肌麻痹，少数患者合并颅神

经损伤嵋-，而呼吸肌麻痹多数出现于四

肢瘫痪之后，或与四肢瘫痪同时存在。而

本例患者以呼吸困难为首发症状，伴有

吞咽困难、口角流涎。提示呼吸肌、吞咽

肌麻痹。肌电图提示膈神经、面神经受

累。未出现四肢完全性、迟缓性瘫痪。在

临床上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提示我们

在急诊接诊原因不明的呼吸困难患者

时，应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详细采集病

史，系统检查，动态观察，拓展思路，力争

早期找到病因，避免因诊治不当延误治

疗时机，危及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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