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成功运用爱德华+德+博诺(

$

)的.六顶思

考帽/平行思考法的思考方式#有效地提高了患儿家

属手卫生知晓率'.六顶思考帽/平行思考法要求每

个人在同一时间只思考同一个问题#所有的观点都平

行的排列出来#不需要对每一个看法做出回应#只需

要列出自己的观点(

##0#$

)

'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得

到了一个全面的考察#使本来混乱的思维变得清晰#

在讨论中无意义的争论变成集思广益的创造#让每个

人变得富有创造性#富有活力#以快捷的方法达到预

期目标#节约会议时间#同时也收获了最好的效果'

通过运用.六顶思考帽/的思考法进行讨论#可以使会

议变得生动活跃#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不会偏离主题#

最终得到系统的解决方案(

#&0#+

)

'在
!#

世纪的今天#

护理要以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不断吸纳新方法#以

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解决临床问题#以取得更高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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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炎患者口腔原虫感染情况及误诊分析

李继刚#

!许
!

峰#

!戴
!

芳#

!夏德刚!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医院(

#,

检验科%

!,

呼吸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该市常见口腔原虫在咽部的感染情况!并对一些误诊病例进行分析!为检验工作提供经

验支持$方法
!

选择咽炎患者
&""&

例!

&

!"

岁者
#.""

例"成人组#!

$

"

#"

岁
!."&

例"儿童组#!详细记录每

例患者的一般情况&就诊史&用药史及其他相关病史!使用无菌棉签采集咽部分泌物!采用相差显微镜检查口腔

原虫$结果
!

成人组
#"

例检出口腔毛滴虫!其中
)

例被其他医院诊断为细菌感染%儿童组未检出口腔原虫$

结论
!

口腔原虫在成人咽部仍有一定的检出率!易被忽视而误诊为其他疾病!需引起注意$

关键词"咽炎%

!

口腔原虫%

!

口腔毛滴虫%

!

齿龈内阿米巴虫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

"

!"#)

#

"!0"!&%0"$

!!

常见口腔原虫主要包括口腔毛滴虫和齿龈内阿

米巴虫#常寄生于龋齿*齿垢*齿缝*口腔黏膜或扁桃

体隐窝#当宿主机体免疫力下降或寄生部位营养环境

适合原虫生长时#虫体便会大量繁殖#引起局部炎性'

由于对口腔原虫认识不足#易导致误诊或漏诊'现对

咽炎患者咽部口腔原虫检出情况及误诊情况进行分

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

院接收的咽炎患者
&""&

例#通过病史*门诊一般检

查*血常规*血清肿瘤标志物*胸部
b

线等检查#排除

肺气肿*呼吸道过敏*呼吸系统肿瘤等其他疾病'将

患者分为
!

组!成人组
#.""

例#

&

!"

岁&儿童组
!."&

例#年龄
$

"

#"

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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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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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

!

组患者常规漱口#于
$"D45

后使用无

菌咽拭子采集咽峡部脱落细胞#蘸取生理盐水#涂片

并置于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口腔原虫阳性患者均通

过痰液涂片*痰培养*血常规*肺炎支原体
WU'

*呼吸

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抗原检查*胸部
b

线片*临床体征

及病史判断是否合并细菌*真菌*肺炎支原体感染或

病毒感染'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Yaa!!,"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

用
!

! 检验#以
5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口腔原虫检出结果比较
!

成人组检出口腔

毛滴虫
#"

例#阳性率为
",+%-

#未查到齿龈内阿米巴

滋养体&儿童组未检出口腔毛滴虫和齿龈内阿米巴滋

养体'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

5

$

",".

%'见表
#

'

/,/

!

误诊情况及治疗后随访
!

根据患者主诉*用药

史及其提供的相关检查结果#

#"

例口腔原虫阳性患者

有
)

例均在来该院之前未查到口腔毛滴虫而被误诊

为细菌性咽炎#误诊率为
)"-

#口服头孢菌素或青霉

素类抗菌药物效果均不明显#其余
#

例为该院首诊患

者'经该院检查#

#"

例患者均为慢性咽炎#其中
&

例

痰液细菌培养和细菌涂片阳性#诊断为口腔毛滴虫合

并细菌感染#口服头孢呋辛每次
",!.

:

#每日
!

次$或

阿莫西林每次
",.

:

#每日
$

次%#甲硝唑每次
",!

:

#

每日
&

次&

+

例为单纯性口腔毛滴虫感染#口服甲硝唑

每次
",!

:

#每日
&

次&所有患者
#

周后复查#口腔毛

滴虫呈阴性#咽炎消退'见表
!

'

表
#

!!

!

组口腔原虫检出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

毛滴虫例数

$

-

%

阳性率

$

-

%

齿龈内阿米巴

滋养体例数$

-

%

阳性率

$

-

%

成人组
#."" #" ",+% " ",""

儿童组
!."& " ","" " ",""

表
!

!!

口腔原虫阳性患者误诊情况及治疗随访结果

患者编号 外院诊断 外院用药 效果 该院诊断 该院用药
#

周后复查

#

细菌性咽炎 头孢夫辛 差 口腔毛滴虫合并细菌感染 甲硝唑
\

头孢呋辛 痊愈

!

细菌性咽炎 阿莫西林 差 口腔毛滴虫合并细菌感染 甲硝唑
\

阿莫西林 痊愈

$

细菌性咽炎 阿莫西林 差 口腔毛滴虫合并细菌感染 甲硝唑
\

阿莫西林 痊愈

&

细菌性咽炎 阿莫西林 差 口腔毛滴虫合并细菌感染 甲硝唑
\

阿莫西林 痊愈

.

细菌性咽炎 头孢夫辛 差 口腔毛滴虫性咽炎 甲硝唑 痊愈

+

细菌性咽炎 阿莫西林 差 口腔毛滴虫性咽炎 甲硝唑 痊愈

%

细菌性咽炎 头孢夫辛 差 口腔毛滴虫性咽炎 甲硝唑 痊愈

*

细菌性咽炎 头孢夫辛 差 口腔毛滴虫性咽炎 甲硝唑 痊愈

)

细菌性咽炎 头孢夫辛 差 口腔毛滴虫性咽炎 甲硝唑 痊愈

#" 1 1

差 口腔毛滴虫性咽炎 甲硝唑 痊愈

!!

注!第
#"

编号患者为该院首诊

'

!

讨
!!

论

!!

与咽炎有关的病原体除细菌*真菌*病毒*支原

体*衣原体*螺旋体有关外#口腔原虫也不容忽视'常

见的口腔原虫主要包括口腔毛滴虫和齿龈内阿米巴

滋养体#常寄生于齿龈脓溢袋或扁桃体隐窝#健康者

牙龈中也有一定的携带率(

#0!

)

'口腔毛滴虫属肉足鞭

毛门*动鞭纲*毛滴虫目*毛滴虫科*毛滴虫属#呈倒梨

形#体长
+

"

#"

*

D

#比阴道毛滴虫略小#有
&

根前鞭毛

和
#

根无游离末端的尾鞭毛#虫体染色后可见细胞质

较透明#细胞核隐约可见#位于体前中央部#染色质较

阴道毛滴虫丰富#核质比小于阴道毛滴虫#主要寄生

部位为牙龈#健康者阳性率为
#%,%-

"

.),#-

#在免

疫力下降时常引起牙龈炎等#也见于咽部而引起咽

炎#但报道不多(

$0.

)

'关于口腔毛滴虫感染引起的误

诊#尚未见报道'齿龈内阿米巴原虫仅有滋养体期#

面积约为
#&,)$

*

Dh#!,&!

*

D

#形态呈椭圆形*圆

形*不规则的葫芦形等#细胞内外质分明#外质透明#

内质颗粒状#含较多食物泡#核看不清#常有伪足#运

动活泼#常翻滚或跳跃运动(

+

)

'齿龈内阿米巴滋养体

主要寄生部位为牙龈#与口腔毛滴虫类似#可引起牙

龈炎#在 无 口 腔 疾 病 患 者 牙 龈 中 的 阳 性 率 为

#%,".-

"

$$,#"-

#在口腔疾病患者牙龈中的阳性率

可达
%"-

以上(

%0)

)

'但咽部的阳性率是否与呼吸道感

染有一定的关系#尚未见相关报道'

本研究结果表明#成人组咽部口腔毛滴虫感染率

为
",+%-

#齿龈内阿米巴滋养体感染率为
","-

#儿

童组咽部分泌物未检出任何口腔原虫#感染率显著低

于成人组$

5

$

",".

%'可能原因!$

#

%成人常有的接吻

动作增加了传播概率#而儿童极少接吻'$

!

%成人的

生活和饮食环境比较复杂#如路边摊点*饭店*宾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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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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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儿童一般局限于家庭和学校'本研结果提示#

阿米巴滋养体在一般呼吸道疾病的诊断中可以忽略#

而口腔毛滴虫在成人咽部仍有一定的阳性率#需引起

重视'由于基层医院的临床医师和检验科工作人员

对口腔毛滴虫了解甚少#漏检率和误诊率相当高#常

被误诊为其他病原体感染#这也是讨论的重点'

本研究检出的
#"

例口腔毛滴虫感染者#有
)

例

被其他医院误诊为细菌性咽炎#

#

例为该院首诊'

#"

例患者加用甲硝唑
#

周后均康复#进一步验证了该院

诊断的准确性'口腔毛滴虫感染易被误诊#原因可能

有几个方面!$

#

%临床医师对该类寄生虫认识不足#忽

略了相关检查'一般认为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

是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原因#很少想到口腔原虫'本研

究结果提示#呼吸道感染诊断中#口腔毛滴虫检查不

可忽视'$

!

%检验人员不了解口腔毛滴虫#而将口腔

毛滴虫误判为呼吸道纤毛柱状上皮细胞或污染物'

口腔毛滴虫体积比阴道毛滴虫略小#前端
&

根前鞭

毛#尾端具有一根无游离末端的尾鞭毛#虫体在生理

盐水滴片中不停泳动#可见
&

根前鞭毛#尾鞭毛一般

观察不到'纤毛柱状上皮细胞一端有基体#基体上有

数十根至上百根纤毛#生理盐水滴片中难以数清'

$

$

%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检验工作人员认为

口腔毛滴虫与不洁性生活有关#担心报告后引起不必

要的麻烦#故对口腔毛滴虫视而不见'事实上#口腔

毛滴虫和阴道毛滴虫是
!

种截然不同的寄生虫'口

腔毛滴虫和阴道毛滴虫都具有
&

根前鞭毛#但阴道毛

滴虫尾鞭毛有游离末端#在生理盐水滴片中比较容易

观察到#而口腔毛滴虫的尾鞭毛无游离末端#在生理

盐水滴片中不易观察到#且口腔毛滴虫的虫体比阴道

毛滴虫小'口腔毛滴虫适宜寄生部位为牙龈或呼吸

道#而阴道毛滴虫适宜寄生部位为生殖系统和泌尿

系统'

综上所述#在一般呼吸道感染诊断中可以不考虑

阿米巴滋养体#而口腔毛滴虫在咽部有一定的检出

率#常引起咽炎#且极易误诊#需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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