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篇与个案!

噬血细胞综合征
#

例诊断分析

左
!

虹#

!汪志萍&

"

#'

重庆璧山县中医院检验科
!

5$&*($

#

&'

重庆梁平县中医院检验科
!

5$,&$$

$

!!

"关键词#

!

嗜血细胞综合征#

!

吞噬性组织细胞#

!

恶性组织细胞病#

!

恶性组织细胞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4%5,,

"

&$#&

$

$&4$&5+4$&

!!

嗜血细胞综合征也称反应性组织细胞增多症#是指在某些

疾病如伤寒*肝炎*结核*败血症*流行性出血热*黑热病等以及

药物过敏反应时#一些患者的骨髓中出现较多吞噬性组织细

胞+

#

,

#患者骨髓中可见到吞噬红细胞#粒细胞或血小板组织细

胞超过
,2

+

&

,

#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最近本院收治
#

例嗜

血细胞综合征患者#其骨髓涂片中吞噬性组织细胞占有核细胞

的
+2

)现将其诊疗过程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患者#胡某#男#

#*

岁#学生)因出现阵发性恶寒#发热#于

&$##

年
&

月
&*

日入院)自述近半年伴有腹胀*腹泻不适#大

便
&

!

5

次"天#为少量黏液脓血便%大便培养!无致病菌生长)

多次对症处理效果不佳)近日患者出现尿黄及全身皮肤黄染

并进行性加重)查体!体温
)+'(M

#发育正常#营养差#皮肤中

度黄染#呈慢性肝病#贫血面容)无伤寒*结核*疟疾病史)经

Q

超检查发现肝大*脾大及胆囊壁水肿)肝功能!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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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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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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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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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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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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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涂片未发现异常形态细

胞)骨髓涂片显示!$

#

&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粒系*红

系*巨核系未见明显异常)$

&

&片中易见吞噬性组织细胞#约占

有核细胞的
+2

#其胞体较大#约为成熟细胞的
&

!

5

倍#边缘

不规则#核较小#呈圆形或椭圆形#偏位#染色质疏松呈粗网状#

核仁不明显#胞质丰富#呈灰蓝色#内可见被吞噬的成熟红细胞

或其碎片*血小板等)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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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为组织细胞#核偏于一侧#核中可见一个大而明显的核仁)

G

*

@

为吞噬性组织细胞#核偏位#核仁隐约可见#胞质丰富#含有被吞噬

的红细胞或碎片*血小板等)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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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经瑞氏染色的骨髓片

!!

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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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为
,+

分)最后

骨髓片印证!组织细胞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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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吞噬现象#建议随访)临床

给予消炎*保肝*营养*纠正低蛋白等对症支持处理后#病情有

所好转)

)

月
%

日复查#肝功能无好转#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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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应患者家属要求转上级医院)其检查结果!

抗核抗体*

!Q

病毒壳抗原*抗
!QV

抗原
J

.

T

均为阳性)腹部

平扫
d

磁共振胰胆管成像发现!$

#

&肝脾大)$

&

&腹膜后多发肿

大淋巴结)再次骨髓穿刺诊断为0嗜血细胞综合征1)先后予

以依托泊苷
4#(d

地塞米松
d

长春新碱方案联合化疗
&

次#患

者乏力#黄疸仍然明显#为了求得进一步治疗#于
5

月
#&

日又

到本院继续住院治疗)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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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转氨酶

和黄疸指数明显升高#蛋白进一步下降#清蛋白*球蛋白倒置加

重)患者病情逐渐恶化#于
&$##

年
,

月
&5

日因噬血细胞综合

征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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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噬血细胞综合征是一种极其罕见#病因不十分清楚#治疗

上又无特殊方案#病死率很高的疾病)其诊断是以临床表现为

基础#以骨髓涂片中发现较多的组织细胞#并伴有明显的吞噬

血细胞现象为依据#吞噬性组织细胞超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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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应与恶

性组织细胞病相鉴别)鉴别要点!$

#

&血常规)噬血细胞综合

征的外周血细胞数量和形态无明显改变#或有一定的倾向性改

变%而恶性组织细胞病的全血细胞是明显减少#且呈进行性加

重+

&

,

#有时在外周血片尾可见到异常的组织细胞)$

&

&骨髓象)

%

噬血细胞综合征的红系*粒系*巨核系的有核细胞增生大致

正常#而恶性组织细胞病的三大造血细胞是明显减少的)

&

噬

血细胞综合征的组织细胞多为成熟型#核为单核#呈圆形或椭

圆形#核仁不明显#胞质较丰富#浆内可见吞噬的成熟红细胞和

血小板等#无多核巨组织细胞%而恶性组织细胞病的组织细胞

的异型程度较明显#核畸形显著#可见双核多核以及核分裂#其

核仁也较明显#胞质量可多可少#可见空泡#也可见到吞噬各种

血细胞#有多核巨组织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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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噬血细胞综

合征的
W3Z

积分是增加的#而恶性组织细胞病的
W3Z

积分

是明显降低的)

综上所述#在进行细胞形态学检查时#一定要认真#仔细观

察#注意相似细胞间的鉴别#以免误诊或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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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梅毒又称胎传梅毒#是梅毒螺旋体由母体经过胎盘

进入胎儿血循环中所致梅毒)近年来#随着性传播疾病在我国

的传播蔓延#梅毒发病率亦随之升高#先天性梅毒也呈上升趋

势)

&$##

年
)

月本院收治
#

例新生儿梅毒#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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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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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患儿#女性#年龄
#*$-78

#

)+

周孕足月儿#于

#*$-78

前在
)$,

医院因0滞产1急诊剖腹娩出#羊水胎盘情况

不详#生后
#-783

B.

=A

评分
(

分$呼吸*肌张力*喉反射*皮肤

颜色各扣
#

分&#该院立即予以清理呼吸道#吸氧#患儿
,-78

3

B.

=A

评分
%

分#

#$-78

评分
%

分#患儿一直面色发绀#少哭#

吸氧后面色稍红润#但停氧即发绀#家属自行给予糖水
&-/

喂养#患儿喂水后出现吐白沫#无抽搐*尖叫#未排大小便#为进

一步治疗送入本科)剖宫产前术前检查为梅毒阳性)其母产

后查梅毒螺旋体抗体#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1̀ gO1

&均

阳性#弓形虫阳性)父亲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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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检查
!

体温正常#

Z#5$

次"分#

`),

次"分#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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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新生儿貌#激惹#哭声单声#面色青紫#呼吸平稳#

全身皮肤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前囟张力不高#约

#',@-S#',@-

#巩膜无黄染#唇红润#咽部无充血#颈软#双肺

呼吸音粗#双侧有细湿鸣音#心率
#5$

次"分#心律齐#无杂音#

腹软*平坦#无包块*肌紧张#肠鸣音正常#觅食*吸吮反射正常#

拥抱*握持反射活跃#上肢肌张力增强)

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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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
"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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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胸部正位片!双

下肺纹理增强#右下肺有密度增浓小片状影#边缘模糊)心影

不大#肋膈角锐利)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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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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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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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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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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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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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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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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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小球滤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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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

凝集试验$

1ZZ3

&!阳性%

1̀ gO1

!

#k(5

阳性)

1Ǹ "\

!弓

形虫
J

.

0

阳性#余阴性%

T4(4ZP

酶正常)诊断!$

#

&新生儿吸

入综合征%$

&

&先天性梅毒%$

)

&新生儿窒息)

$''

!

治疗过程
!

)

月
#,

日!维生素
[

#

,-

.

静脉滴注#每天
#

次#

,E

%头孢西丁
$'##

.

静脉滴注#每
#&

小时
#

次%青霉素
##

万
g

静脉滴注#每
#&

小时
#

次#

*E

后改为
##

万
g

#静脉注

射#每
+

小时
#

次连续
*E

%甘露醇
,-/

静脉注射每
+

小时
#

次#

)E

后改为每
#&

小时
#

次连续
)E

后#再改为每天
#

次连

续
&E

)入院时苯巴比妥钠
5$-

.

静脉滴注#

#&>

后改为
#&

-

.

静脉注射每天
#

次连续
)E

)

)

月
#(

日!加用维生素
"

*肌

酐*三磷酸腺苷二钠*辅酶
3

静脉滴注每天
#

次连续
#5E

)

)

月
#+

日!氨茶碱
$'$$,

.

静脉滴注#每
#&

小时
#

次连续
)E

)

)

月
&&

日!加用螺旋霉素
$'$*,

.

#每天
)

次)

$'1

!

结果
!

出院后
#

月复查弓形虫阴性和先天性梅毒检查

阴性)

/

!

讨
!!

论

新生儿梅毒是母体通过胎盘感染所致)孕妇垂直传播概

率为
*$2

!

#$$2

+

#

,

)梅毒螺旋体在妊娠
#(

!

#+

周经胎盘通

过血管传播给胎儿+

&

,

)被感染的婴儿出生时有临床症状者仅

约
5$2

#

($2

无症状#于出生后几周或几个月内发病+

)

,

)母亲

产前治疗对胎儿的影响已获肯定#有文献报道对妊娠梅毒予正

规抗梅毒治疗#其胎儿感染率为
&'&2

!

#52

+

54,

,

)故预防胎

传梅毒的关键是早期发现受感染的孕妇#建立健全婚前和产前

梅毒血清筛查试验#尤其对高危妇女#最好在妊娠早*中*晚期

多次做血清筛查#发现异常立即治疗+

#

,

)本例资料显示患儿母

亲为打工者#小学文化#安全性行为意识淡薄#患病后又未能进

行正规治疗#很容易传给胎儿#所以应重视性病防治知识的宣

传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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