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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尾病理标本中寄生虫分析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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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儿童阑尾炎的病因!有助于术后规范化治疗&方法
!

将阑尾炎标本制作蜡块!切片!制成

病理标本&脱蜡后!苏木素染色显微镜镜检&结果
!

根据蛲虫特有的典型结构!符合雄性蠕形住肠线虫的特征&结

论
!

蠕形住肠线虫梗阻可引起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关键词#

!

阑尾炎$

!

标本制备$

!

肠(寄生虫学$

!

线虫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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蛲虫病的分布遍及全世界#是儿童常见的寄生虫病#常在

家庭和幼儿园,小学等儿童集居的群体中传播#严重影响儿童

的身心健康和学习+近年来#由于卫生水平的大大提高#蛲虫

病逐渐减少+蛲虫引起的急性阑尾炎也更加少见+现对本院

'

例儿童患者因蛲虫梗阻引起的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的手术治

疗经过和病理情况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病例介绍
!

患者#女#年龄
+

岁零
'

个月+因持续性右下

腹疼痛#伴恶心,呕吐#以急性阑尾炎收住入院+入院查体!神

清#精神差#急性病面容#全身皮肤及黏膜未见黄染#浅表淋巴

结病理性杂音#腹平软#右下腹压痛,反跳痛阳性#局限性肌紧

张#未触及明显异常包块#

P<9

?

>

M

oF

征阴性#叩诊鼓音#移动性

浊音阴性#肛门,外阴正常#脊椎生理性弯曲#四肢活动自如#生

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e

',

1

"

V

#中性粒细胞
,)/'

%

G

超示.右下腹阑尾肿大/+入院诊

断!急性局限性腹膜炎%急性阑尾炎+

$)/

!

手术经过
!

硬膜外麻醉成功后取仰卧位#常规消毒,铺

巾#取右下腹麦氏切口约
.DB

进腹#无气液溢出#见大网膜包

裹于右下腹#把包裹的大网膜推向上方#顺结肠带找到阑尾#阑

尾位于盲肠后内侧#阑尾充血#其表面附着脓苔%水肿阑尾长

/DB

#直径
,)/DB

#双重结扎阑尾血管#距阑尾根
,).DB

处结

扎阑尾#距阑尾根
,)+DB

处切除阑尾#手术顺利#安返病房+

术毕阑尾标本送病理科+

/

!

结
!!

果

完整阑尾标本按操作规程制成蜡块#切片#制片#脱蜡#苏

木素染色+病理切片镜检!正常阑尾组织#除明显炎性浸润外#

还有大量大小不等,形态规则的圆形包含物#尤以具有对称小

突起为明显特征$图
'

&+高度怀疑为寄生虫#送检验科会诊+

根据肠道寄生虫的生活习性#以及图片中显示的形态和特征#

依据实用寄生虫学对蛲虫形态的描述#雄虫长约
(

!

+BB

,后

'

"

.

如螺旋#尾部钝齐#有六对小乳突和一个弯曲的交合刺+

雌虫长
1

!

'(BB

#尾部长而尖细#全体较直#不似雄虫弯曲+

满卵时#虫体被虫卵充盈而肿胀#可显示典型的蛲虫虫卵)

'

*

+

切片镜检没有观察到蛲虫虫卵#但对称的小突起符合雄性蛲虫

对称小乳突的特征#确定为雄性蛲虫横断面+建议蜡块矢状面

切片$图
(

&+由于制片的原因蛲虫的内部特征不很典型#但明

显显示蛲虫的完整形态+同时蜡块的平面具有蛲虫的实体为

根据+病理诊断!蛲虫梗阻%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图
'

!

阑尾组织蛲虫横切面

图
(

!

阑尾组织蛲虫矢状切面

'

!

讨
!!

论

蛲虫学名为蠕形住肠线虫#成虫一般寄生在盲肠,结肠及

回肠下段+重症感染时也可寄生在食道和胃等处)

(

*

+蛲虫致

病主要引起肛门及会阴瘙痒#蛲虫的异位寄生可形成以虫体或

虫卵为中心的肉芽肿病变#引起蛲虫性阑尾炎+据早期外科病

理学报告#蛲虫阑尾炎占阑尾炎病变的
(+0

)

.

*

+由于近年寄

生虫感染的病例逐渐下降#蛲虫形成的完全梗阻引起的阑尾炎

较为少见+其次#由于蛲虫的逆行#蛲虫的异位寄生对女性还

容易引起泌尿生殖系统和盆腔的炎症+因此#病理学检查对寄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V8;P7A"6@:

!

J7

?

=7B;79(,''

!

Y56)/

!

%5)'*



生虫的准确诊断#明确患者阑尾炎的成因和病理变化之外#还

可为临床术后对寄生虫的规范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并结合蛲虫

感染易治难防的特点进行感染预防和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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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深部真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梁小英!王莉宁!张帮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检验科!南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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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重症监护病房"

S"a

%真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及耐药特点&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
S"a

患者的感染标本进行真菌培养!用
YS4[̂ 3.(

分析系统鉴定!纸片扩散法做药敏试验及耐药性分析&

结果
!

分离出的前
-

位真菌感染阳性标本分别是痰液'尿液'血液'大便!前
-

位真菌菌种分别为白色念珠菌'近平

滑念珠菌'光滑念珠菌'热带念珠菌&整体耐药率两性霉素
G

和制霉菌素最低!氟康唑最高&结论
!

应重视
S"a

患

者深部真菌感染!控制易患因素!及时进行真菌检查监测!做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关键词#

!

重症监护病房$

!

真菌病$

!

交叉感染$

!

抗真菌药$

!

微生物敏感性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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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广谱抗生素,免疫抑制剂,各种侵入性操作及

肠外营养的广泛应用#深部真菌感染机会增多#其发病率在全

球呈上升趋势)

'

*

+而重症监护病房$

S"a

&患者深部真菌感染

的机会明显高于普通病房#且病死率高+为了解本院
S"a

患

者深部真菌感染的发病情况#现对本院
S"a(,,/

年
'

月至

(,',

年
'(

月深部真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及耐药特点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S"a

送检的各

类标本#经常规培养,真菌培养出深部真菌
('*

株$同一例患者

相同部位相同菌株作一次计数&+质控菌株白色假丝酵母菌

&4""1,,(/

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

!

菌株分离鉴定
!

按无菌要求留取的各种真菌标本接种于

真菌培养基#

.+W

培养
(-

!

-/>

#

YS4[̂ 3.(

分析仪
RG"

卡鉴

定菌株+

$)'

!

药物敏感试验方法及试剂
!

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

3̂

G

&法#

GST3̂ T%4

抗真菌药敏试验纸片及
#!PS3'2-,

平皿#

药敏试验的方法和结果判定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操作+

$)1

!

深部真菌感染诊断标准
!

根据国家卫生部医院感染监控

小组制定的0医院感染诊断标准1判定+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UT%[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

结
!!

果

/)$

!

标本来源及菌种分布
!

在分离出的
('*

株真菌标本中#

痰标本
1+

份#尿液
2(

份#血液
(,

份#大便
'1

份#其他
('

份+

真菌阳性前
-

位的菌种分别为白色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光

滑念珠菌,热带念珠菌+结果见表
'

+

/)/

!

真菌阳性的前
-

种抗真菌药耐药情况
!

-

种真菌对制霉

菌素和两性霉素
G

全部敏感#除光滑念珠菌对三唑类药物耐

药率较高外#白色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对其敏

感性较好#对氟康唑的耐药率分别为
*)+(0

,

.)'(0

和

'')*20

#结果见表
(

+

表
'

!

深部真菌感染的菌种分布及构成比

菌种
&

痰液$

&X1+

& 尿液$

&X2(

& 血液$

&X(,

& 大便$

&X'1

& 其他$

&X('

& 构成比$

0

&

白色念珠菌
'.. *' (2 '' '. '( 2')(1

近平滑念珠菌
.( '- ', . . ( '-)*+

光滑念珠菌
(, + 1 ( ( ( 1)((

热带念珠菌
'* ( '( ( , ' *)/.

其他
'+ . + ( ' - 2)1'

构成比$

0

&

` -.)*/ (/)+* 1)(( /)*2 1)2/ ',,),,

!!

注!

`

表示无数据+

表
(

!

-

种真菌对常用抗真菌药的耐药率'

0

(

抗真菌药
白色念珠菌

耐药 中介

近平滑念珠菌

耐药 中介

光滑念珠菌

耐药 中介

热带念珠菌

耐药 中介

氟康唑
*)+( -)+' .)'( ,),, .+),, (,),, '')*2 ,),'

益康唑
,)*+ ')+, ,),, ,),, (,),, +),, +)// ,),,

伊曲康唑
/)(* .)*2 ,),, .)'( (+),, ,),, ,),, +)//

制霉菌素
,),, ,),, ,),, ,),, ,),, ,),, ,),, ,),,

两性霉素
G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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