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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莱姆病

传播关系的研究

刘增加 孙毅何静 米红艳 鲜耀国

·449·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西部地区大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与莱姆病传播的关系。方法 采用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与实验室分子生物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结果 天然林保护区莱姆病的媒介蜱类、宿主

动物在种群数量、多样性指数等方面均高于苗圃林半保护区和农业开垦区；媒介昆虫和宿主动物潜能

及自然疫源地活力也显著高于苗圃林半保护区和农业开垦区；农业开垦区莱姆病的媒介昆虫、宿主动

物在种群数量、多样性指数方面均低于苗圃林半保护区；有蜱叮咬史的员工中，在天然林保护区工作

的血清抗体阳性率高达66．7％，在苗圃林半保护区仅为2．5％；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6．45，

E．11<0．01，d厂=1)。不同生境亚群中的遗传分散性也存在差异，在天然林保护区和农业开垦区之

间有最大遗传分散系数(F。)0．557 42。苗圃林半保护区和农业开垦区之间的系数同样大于零，有统

计学意义。在苗圃林半保护区和天然林保护区之间的遗传差异系数最低(0．108 02)，表明在这两个

样地的亚群之间无显著遗传差异；这些亚群中的遗传距离表现出与其生境相似的变化。结论 西部

大开发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工程的实施，对于莱姆病的媒介昆虫、宿主动物在一定程度上

起保护作用，其潜能、自然疫源地活力等增加，人群感染的危险性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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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ecological envim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Lyme disease u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Methods Ibth

scene molecular and traditional epidemi0109ical method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the transmiSSion of Lyme disease．1王鹤ults Among areas as protected natural forests，semi—

protected nursery forests and farmland，the vector tick species and reservoir rodents from pmtected natural

forests area had the highest quantity of population and diversity index and fonowed by semi—protected

nursery forests． Vector competence of reservoir hosts and value of natural foci from protected natural forests

area were als0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ose areas of semi—protected nursery forests and farmland． Staff

working in the areas who were bitten by ticks frOm protected natural forests areas had higher serological

positive rate(66．7％) than those frDm semi—protected nursery forests areas(2．5％)，and both showed

remarkable difference(P=6．45，E一11<0．01，d，=1)．The difference of genetic divergence arrlong these

subpopulation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being surveyed showed that the biggest genetic divergence index

(F。)of O．557 42 was between protected natural forests area and farmland area．The index between semi．

protected nursery forests area and famland area was also bigger than zero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he

genetic divergence index of 0．108 02 between semi—protected nursery forests area and protected natural

fOrests area was the lowest which showed that genetic divergence between the subpopulations of the two

sampling areas was not obvious．The genetic distance among these subpopulations had similar change along

with their habitats．Conclusion U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when programs

as natural forests protections，recovery prairie and grassland from farmland were actively performed，vectors

insects and reservoir hosts of Lyme disease might also be protected to Some degree but the risk and vaIue of

natural foci on Lyme disease might increase．Data suggested that people entering these areas should be told

to 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on individual protection against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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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病是由伯氏疏螺旋体引起的一种蜱媒自然

疫源性疾病⋯，它与许多虫媒自然疫源性疾病一样，

是由媒介昆虫、宿主动物和病原体在特定自然地理

景观条件下构成的生态系统。21，生态环境保护也就

是恢复与保护原有的生态系统，这种恢复与保护势

必影响虫媒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特征。31。为了解

中国西部地区大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与莱姆病的关

系，于1993年3月至2006年6月间在甘肃省迭部

腊子口天然林保护区、苗圃林半保护区和农业开垦

区开展了较系统的研究。

材料与方法

1．样地选择：依据西部生态环境和莱姆病的生

态学、生物学历史资料选择了甘肃省迭部林区腊子

口三个样地：①天然林保护区：设在腊子口龙爪沟林

区，该区为天然亚热带水源涵养原始森林区，面积约

85．60 km2，以冷杉、云杉、柏杉、落叶松、桦木等为

主要分布树种，目前未经任何采伐作为受到充分保

护的天然林区¨3。②苗圃林半保护区：设在腊子口

达拉沟林区，该区与龙爪沟林区相距约30 km，为苗

圃林，面积为83．20 km2，树种以冷杉、云杉为主，均

为未成林的苗圃¨1。③农业开垦区：设在腊子口朱

立沟农区：该区与上述两个样区距离均在30 km以

上，以农为主的农牧混交区，面积约76．38 km2，主

要种植蚕豆、小麦等农作物，植被以低矮灌丛和阔叶

栎树为主。

2．材料：人血标本采自在迭部腊子口林区两个

样地长期(1年以上)居住人群的上肘窝静脉血。仪

器和试剂中除荧光显微镜、暗视野显微镜、多功能显

微镜和普通试剂等由兰州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供，其余均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提供。莱姆病螺旋体菌株B．舭应行娩CIINM4于

1999年采自内蒙古全沟硬蜱中分离。61，昆明小鼠

(KM鼠)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3．方法：

(1)蜱类及宿主动物标本的采集：游离蜱类标本

采用常规拖旗法进行，每样点不低于2000只。啮齿

动物及寄生蜱的采集采用常规夹夜法进行，每个样点

累计采集900夹次，并采集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外寄

生蜱和心、肝、脾、肾等脏器标本，立即冷冻备用。

(2)人群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依据作业环境，分

别提取在天然林保护区和苗圃林半保护区常年工

作、年龄在20～40岁的员工，采用问卷和血清抗体

检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每个样点采集符合标

准的人静脉血标本300份，血清学检测以美国标准

株B31为参比抗原，国内优势分离株B．舭砌2ii为抗

原，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方法进行，以抗体滴度>

1：128为阳性感染[7 o。

(3)自然感染莱姆病螺旋体的检测：蜱类基因组

DNA和莱姆病螺旋体DNA模板的简易制备参照文

献[8]方法；鼠类基因组DNA的制备参照文献[9]

方法；以鞭毛蛋白编码基因为靶基因的PCR引物及

检测条件参照文献[10]方法。

(4)伽氏疏螺旋体遗传变异研究：针对ospA编

码伽氏疏螺旋体的外膜蛋白¨1|，本研究采用如下引

物：F1 5’一AAA AAA TAT TTA TTG GGA ATA

GG一3’，由第4位点开始扩增；R，5 7一GT TTT TTT

GCT GTT TAC ACT AAT TGT TAA一3 7，由695位

点开始；F2 5 7一GGA GTA CTT GAA GGC G一3 7，由

220位点开始；R，5 7一GCT TAA AGT AAC AGT

TAA一3 7，由564位点开始。ospA的引物对F1和R，

用于第一阶段的702 bp序列片段扩增；之后，这个片

段作为第二阶段中两个内引物F2和R：的一个模

板。由内引物扩增一个345 bp序列片段。在第一阶

段的PCR扩增中，使用感染疏螺旋体蜱的DNA提

取物2肛l，脱氧核苷三磷酸盐混合物(10 mmol中含1

个DNTP)3弘l，10倍的PCR缓冲液3肛l(500 mmol

KCI，100 mmol T“s—HCl，pH值8．3)和1．5 mmol

M矿+，1．5 u的Taq聚合酶(TaKaRa)，1肛l的外引

物溶液(10 pmol／pI)，扩增体系为30 pl。全程温度

如下：96℃2 min，94℃30 s，37℃30 s，72℃2 min，

共30个循环。处理结束后，使用第一阶段的PCR

扩增混合物3肚l用作第二阶段PCR反应的模板

DNA，上述混合反应试剂除了2肛l内引物

(10 pmol／肛1)不同外，其成分与第一阶段类似。第二

阶段扩增的全程循环温度为96℃2 min，之后94℃

30 s，60℃30 s，72℃2 nlin，共循环10次。下一次10

个循环采用55℃的退火温度；接着为50℃的退火温

度，最后45℃下5个循环。巢式PCR产物10肚l用于

1％琼脂糖凝胶电泳，在1×口正缓冲液(40 mmol

nis—HAc，2 mol聊、A，pH值8．5)中用溴化乙锭进
行染色，通过UV灯显影，来证实伯氏疏螺旋体的感

染，其余的用于以下提到的冷式单链构象多态性

(SSCP)分析法检测伽氏疏螺旋体的种群差异性。为

避免污染，DNA提取：试剂配制、扩增和琼脂糖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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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过程均在隔离室中完成。

冷式SSCP分析伯氏疏螺旋体的遗传变异：通

过巢式扩增程序产生的疏螺旋体os触基因片段，
通过冷式SSCP分析程序检测点突变¨2|，最后在

UV透光仪下进行显影照相。

4．统计学分析：①原始森林保护区与开发区群

落的多样性和均匀性指数的计算参照Shannon—

weiner多样性指数；媒介、宿主潜能和自然疫源地

活力的计算参照文献[13]方法。②将来自不同生境

蜱中的伽氏疏螺旋体流行传播差异进行x2检验比

较，并应用遗传数据分析软件PoP5计算和分析在

全沟硬蜱体内感染的伽氏疏螺旋体的变异。14I；通过

估计样本染色体数量(2N)、等位点数量、杂合度期

望值和观察值(He／Ho)及有关样本构型(厂)评价的

固定值、系数D。Y2分析检验哈迪．温伯格不平衡。

所有数据的处理均采用SAS 8．0软件进行计算。

结 果

1．天然林保护对莱姆病潜在媒介和宿主动物群

落的影响：以拖旗法测定天然林保护区、苗圃林半

保护区和农业开垦区游离蜱的密度，结果表明，苗圃

林半保护区密度最高达到每人每小时采集112．9只，

天然林保护区次之，为每人每小时采集34．3只，而农

业开垦区最低，仅为每人每小时采集9．8只。在蜱类

构成上，天然林保护区中共采集到蜱3属6种，虽然

仍以青海血蜱为优势种，但全沟硬蜱、卵形硬蜱、钝

跗硬蜱的组成分别达到9．0％、15．0％和12．0％；血

红扇头蜱为2．8％，森林革蜱最少。苗圃林半保护区

采集到的蜱3属3种，以青海血蜱为绝对优势种，占

总数的96．32％，血红扇头蜱次之占3．5％，森林革蜱

最少占0．18％。而在农业开垦区所有采集到的蜱类

均为青海血蜱。在这三类样地中游离蜱的种群多样

性指数分别为0．564、0．089和0，均匀度指数天然林

保护区最高为0．847，苗圃林半保护区最低为0．219，

农业开垦区为0。

三类样地的宿主动物密度也不相同，以苗圃林

半保护区最多为每天每公顷7．418只，天然林保护区

次之为每天每公顷5．989只，农业开垦区最少为每天

每公顷2．433只。在构成上，天然林保护区共采集到

潜在宿主动物2目4属7种，其中，共以小林姬鼠、

大林姬鼠和社鼠为优势种群，分别占32．09％、

11．12％和44．44％。在苗圃林半保护区采集潜在宿

主动物标本4目5属10种，其中以社鼠为绝对优势

种，占总捕获量的64．2％。小林姬鼠和大林姬鼠分

别为15．1％和10．6％。而在农业开垦区，采集到潜

在宿主动物标本3属6种，以社鼠为绝对优势种，黑

线姬鼠、大林姬鼠和小林姬鼠次之；并且出现了部分

农区鼠种，如根田鼠、黑线仓鼠和大仓鼠等。这些样

区中，莱姆病潜在宿主动物的种群多样性指数分别

为0．824(天然林保护区)、0．523(苗圃林半保护区)

和0．315(农业开垦区)。其均匀度分别为0．465、

0．157和0．109。

同时，所采集到动物体外寄生蜱在组成和数量上

也显著不同，天然林保护区共采集到体外寄生蜱3属

4种，其中全沟硬蜱占56．3％(9／16)，钝跗硬蜱占

31．3％(5／16)、青海血蜱和森林革蜱各占6．2％。而在

苗圃林半保护区采集到的体外寄生蜱中，以钝跗硬蜱

为主，占所捕获总数的61．1％、青海血蜱3只、鼯鼠硬

蜱3只、血红扇头蜱1只。农业开垦区中采集到蜱类

2属2种，分别为青海血蜱和卵形硬蜱。在天然林保

护区，染蜱率(寄生有蜱的动物数占所捕获的该种动

物总数的比例)以小林姬鼠最高，达到17．3％(9／52)，

大林姬鼠次之为5．5％(1／18)，社鼠最低为1．38％

(1／72)；在苗圃林半保护区中，大林姬鼠和小林姬鼠

的染蜱率均较低，社鼠较高为11．4％(16／140)。在农

业开垦区，大仓鼠的染蜱率最高为8．0％，大林姬鼠和

小林姬鼠均较低，分别为4．0％和1．25％。至于染蜱

指数(所有获得蜱数占某种被蜱寄生的动物数的比

例)，天然林保护区内，小林姬鼠、大林姬鼠和社鼠的

染蜱指数分别为3．42、2．17和1．12；苗圃林半保护区

的染蜱指数分别为3．00、1．00和1．60；农业开垦区的

染蜱指数分别为1．00、1．00和0。

2．天然林保护区对莱姆病潜在媒介和宿主动物

自然感染状况的影响：对莱姆病螺旋体的检测结果

表明(表1)，在天然林保护区分别从寄生的全沟硬

蜱、钝跗硬蜱检测到莱姆病螺旋体，感染阳性率分别

为50．0％和20．0％。在苗圃林半保护区分别从3只

寄生的钝跗硬蜱和2只寄生的鼯鼠硬蜱中检测到莱

姆病螺旋体，感染阳性率分别为27．3％和50．0％。

农业开垦区寄生蜱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于游离

蜱，仅从天然林保护区的全沟硬蜱中检测到阳性，感

染率为13．2％(27／50)，卵形硬蜱、钝跗硬蜱、青海血

蜱等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而在潜在宿主动物感染方面，仅从农业开垦区

1只大林姬鼠中检测到阳性(阳性率5．26％)。苗圃

林半保护区内小林姬鼠、大林姬鼠、黑线姬鼠和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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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阳性率分别为57．1％(16／28)、50．0％

(9／18)、25．0％(2／8)和15．8％(19／120)；在天然林保

护区小林姬鼠、大林姬鼠、黑线姬鼠和社鼠的感染阳

性率分别为57．7％(30／52)、55．6％(10／18)、13．3％

(1／6)和23．6％(17／72)；另外，在培养分离莱姆病螺

旋体方面，天然林保护区黑线姬鼠阳性率为4．44％

(2／45)，苗圃林半保护区黑线姬鼠阳性率为1．54％

(1／65)和社鼠阳性率为20．00％(1／5)。除黑线姬鼠

外，天然林保护区阳性率都略高于苗圃林半保护区，

但只有社鼠的阳性率差异显著，天然林保护区和苗

圃林半保护区宿主动物阳性率显著高于农区。

表1 不同开发程度的林区内潜在宿主动物及其寄生蜱

感染莱姆病螺旋体的检测结果

注：括号外数据为阳性率(％)，括号内数据为阳性只数／捕获只

数；“一”未检测出

3．天然林保护区对莱姆病自然疫源地活力的影

响：通过计算并比较了天然林保护区和苗圃林半保

护区的莱姆病自然疫源地活力。结果表明，在天然

林保护区，媒介和宿主潜能分别为0．005 71和9．11，

自然疫源地活力为9．68，其中媒介以全沟硬蜱为主，

其潜能为0．0214；宿主潜能以小林姬鼠为主，大林姬

鼠次之，其潜能分别为7．95和1．132。而在苗圃林半

保护区，媒介和宿主潜能分别为0．002 85和6．16，自

然疫源地活力为6．34，均低于天然林保护区。其中

可能媒介以钝跗硬蜱为主，其潜能为0．0214；宿主潜

能以小林姬鼠为主，大林姬鼠次之，其潜能分别为

4．03和1．29。苗圃林半保护区的小林姬鼠宿主潜能

也明显低于天然林保护区。

4．天然林保护区对莱姆病人群自然感染状况的

影响：在天然林保护区与苗圃林半保护区经常作业

的员工受到蜱类叮咬的比例分别为35．0％和32．5％

(咒=3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409>O．05，

d厂=1)。而具有蜱叮咬史的员工中，在天然林保护

区工作的血清抗体阳性率较高，达到66．7％；在苗圃

林半保护区的血清抗体阳性率较低，仅为2．5％。两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6．45，E一11<0．01，d厂=

1)；没有蜱叮咬史的员工中，天然林保护区和苗圃林

半保护区的血清抗体阳性率均较低，分别为1．28％

和1．23％，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Y2=0．5030>

0．05，d厂=1)。

5．不同生境全沟硬蜱莱姆病螺旋体的遗传分

析：所有试蜱为未饱血成虫，其中雄虫与雌虫数约均

等；在95个所测试蜱中有18个的345 bp条带清晰

可见，获得了明显的阳性结果，表明是由伯氏疏螺旋

体引起的感染。冷式SSCP分析感染伽氏疏螺旋体

呈阳性结果蜱的PCR产物来决定个体蜱中的遗传

异质性水平。在不同的生境下，伯氏疏螺旋体亚群

有不同的杂和度期望值、观察值以及固定值。其中，

与天然林保护区和苗圃林半保护区相比较，农业开

垦区的伽氏疏螺旋体杂合度是最低的(Y2=1．049；

尸=0．0001)。然而，在天然林保护区和苗圃林半保

护区的伽氏疏螺旋体杂合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就固定值而言，天然林保护区和苗圃林半保护

区的伽氏疏螺旋体之间虽然前者相比后者较大，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来自农业开垦区样地的伽氏疏

螺旋体固定值最低，表现出较强的生境选择压力。

不同生境亚群中莱姆病螺旋体的遗传分散性也

存在差异。在天然林保护区和农业开垦区之间有最

大遗传分散系数(F。)0．557 42。苗圃林保护区和

农业开垦区之间的系数同样大于零，有统计学意义。

在苗圃林半保护区和天然林保护区之间的遗传差异

系数最低(0．108 02)，表明在这两个样地的亚群之

间无显著遗传差异。这些亚群中的遗传距离表现出

与其生境相似的变化。其中，天然林保护区和苗圃

林半保护区间的N。值最大，表明在这两种生境下

的伽氏疏螺旋体亚群之间有频繁的基因迁移和漂

流。天然林保护区和农业开垦区样地间的N。值最

低，表明在这两种生境下的螺旋体亚群间存在基因

交流中断，但其原因尚不清楚。

讨 论

作为一种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莱姆病自然循

环于宿主动物和媒介蜱种之间，它们密切依赖环境而

生存，国内外有关蜱和宿主动物自然感染、病原体遗

传特征和致病性的研究较多u5删，但有关环境因素变

化对其传播特征的影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本项目

在我国西部大开发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的时机，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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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了这项研究，从理论上阐述疾病传播与环境扰

动因素的关系，在实践上提出人类开发过程中开展莱

姆病预防和控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本研究结果发现，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对于莱

姆病的媒介、宿主及其潜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保护作

用，其媒介、宿主等亚群落多样性也得到了一定的保

护，自然疫源地活力将有所增加。因此，西部开发中，

尤其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莱姆病的感染风

险将有一定增加，但事实上，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

进一步深入，非法砍伐和开垦得到有效遏制，将减少

深入原始林区的人员数量和频率，同时减少人群同蜱

类接触的机会，将降低人群感染莱姆病的机会，本研

究对林业工人的调查结果就说明了这点，如能加强对

深入林区尤其是原始森林保护区人员的个人防护和

监管，可进一步控制和预防莱姆病的感染和危害。

1Ⅺlkdlin等¨刊对瑞典B曜黔und地区6—10月份

的宿主潜能进行比较，首次探讨特定地域宿主潜能的

时间格局，认为自然疫源地的特征是一个随时间、空

间变动的特征。另外，一些学者曾尝试使用许多模式

对莱姆病的传播模式进行模拟和预测，主要包括线性

模型和矩阵转移模型汜肌23J，但确切来讲，仅仅依赖分

离或检测的结果尚不足以明确某一蜱种／动物的媒

介／宿主地位，还需要一些必要的传播、感染证据和流

行病学资料。然而，目前我国的莱姆病自然疫源地仅

有莱姆病螺旋体分离培养或检测的证据，还缺乏媒

介、宿主及其潜能和活力等特征的更进一步认识，还

需要进一步探讨莱姆病的时空分布特征、流行格局，

以及影响该病流行的主要自然因素，以便从动态角度

认识莱姆病的自然疫源地特征。

本次研究发现，甘肃迭部腊子口林区有全沟硬

蜱分布，明确了全沟硬蜱为莱姆病的传播媒介，该林

区为莱姆病的自然疫源地。这样我国以全沟硬蜱为

媒介的北方莱姆病自然疫源地，从过去已知的燕山

山脉以北地区向南扩展到秦岭南麓迭部腊子口林

区他4。。但伯氏疏螺旋体的主要贮存宿主与黑龙江、

北京、新疆天山等地区的疫源地有些不同，腊子口林

区以社鼠为主，而上述三地以姬鼠和鼾鼠为主。另

外，本研究从种群分子遗传学角度，分析了病原体、

媒介生物、宿主动物遗传结构的改变，发现伽氏疏螺

旋体在天然林和苗圃林生境之间有频繁的基因迁移

和漂流。而苗圃林和农业开垦区之间亚群间存在基

因交流中断，表明了人为干预对生物遗传结构的影

响，这可能是环境因素改变传染病传播的遗传能力

·453·

之一。同时，从该地林业工人中也检出4例莱姆病

患者，均为晚期关节型的临床症状，这和以前发现的

病例特征相似，但发病率有所下降，这可能与天然林

保护工程实施后，森林砍伐作业量锐减，大部分工人

转入护林、育林工作有关。本研究还从自然疫源地

活力、媒介潜能、宿主潜能等角度分析天然林保护程

度对这些传播动力学参数的影响，提出莱姆病自然

疫源地活力动态变化的观点，这为科学制定防治策

略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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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一过性多发颅神经损伤及截瘫一例

韩艳王振福 陈现红孙虹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损伤部位除血管内皮、软脑膜、

蛛网膜、脑实质外，亦可发生视神经、动眼神经、面神经等颅神

经损害，但同时合并面神经、听神经损伤和截瘫很少见。通过

对2005年收治1例混合型暴发型流脑合并周围性面瘫、耳聋

和截瘫的报告分析，旨在提高对该病特殊表现的认识。

患者男性，15岁，因发热、咽痛、头痛2 d，意识不清8 h入

院。入院前2 d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自测体温39．0℃)、咽

痛、头痛，伴恶心、呕吐，呈喷射状，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无血

性物。按“感冒”治疗。入院前8 h出现意识不清、烦躁不安，

无抽搐，无大、小便失禁。查体：体温36．O℃，心率120次／

min，律齐，呼吸26次／min，血压80／60 mm Hg(1 mm Hg=

0．133 kPa)，全身皮肤黏膜可见广泛分布淤斑，有大片融合。

皮肤温度低。出现浅昏迷，伴有谵妄。双侧瞳孔等大等圆，

直径约2．O mm，对光反射迟钝。颈项强直。双肺听诊阴性。

肝脾未触及，膀胱充盈明显。双下肢肌张力低，肢体坠落试

验阳性。腹壁反射正常；双侧膝、跟腱反射减弱，提睾反射、

肛门反射消失；双侧巴彬斯基征阳性。血常规：白细胞

15．3×109／L，中性粒细胞86％，淋巴细胞14％，血小板52×

109／L；凝血酶原时间15．3 s；脑CT检查：脑室缩小，脑蛛网

膜下腔、脑沟增宽；脑脊液呈乳黄色混浊，潘氏试验阳性，白

细胞1．52×109个／L，中性粒细胞80％，淋巴细胞20％，氯

121．7 mm01／L，葡萄糖2．25 mmol／L，蛋白定量1．2√L；血沉

35 mm／h；C．反应蛋白弱阳性；脑脊液涂片未找到细菌，皮肤

淤斑刺破后取组织液涂片见革兰阴性双球菌。诊断暴发型

流脑(混合型)。积极给予抗休克、降颅压、抗感染、营养神经

等治疗。入院第4天患者意识渐转清，呈嗜睡状，血压105／

70 mm Hg，体温恢复正常，查体发现患者左侧额纹变浅、眼

睑闭合不全、鼻唇沟变浅，口角向右侧歪斜；音叉气导、骨导

均消失；双上肢肌力5级，双下肢肌力2+级。T】：以下皮肤痛

温、触觉及深感觉减退；颈项强直，克尼格征、布鲁金斯基征

阳性；余查体同前。因患者经济困难未做脊髓磁共振检查。

加用脑脊液置换治疗，于腰椎穿刺留取标本后用10 ml生理

盐水缓慢等量置换10 ml脑脊液，放出炎性渗出物，以防治颅

底部炎症、粘连，每周2次。住院25 d后患者面瘫，听力及双

下肢肌力、感觉均有明显恢复，病理征阴性，可自行小便。第

作者单位：100853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王振福，Email：hanyanU@126．com

·疾病控制·

五次脑脊液检查：无色清亮，潘氏试验弱阳性，白细胞O．02×

109／L，蛋白定量0．51 dL，余项正常；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正常

后出院。6个月后随访，患者已复学，无后遗症。

讨论：暴发型流脑起病急，病势凶险，进展迅速，如不及

时治疗可于24 h内危及生命。常见微循环障碍的休克型、脑

实质损害的脑膜脑炎型及混合型，而同时并发面神经、听神

经及截瘫较罕见。本例病程中有严重的菌血症表现如持续

高热，皮肤淤斑，休克；随后出现意识障碍，全身皮肤黏膜广

泛淤斑，有大片融合。同时又有脑膜炎表现，如剧烈头痛、脑

膜刺激征等。还伴有周围性面瘫、耳聋及截瘫。故诊断为混

合型暴发型流脑(休克型、脑膜脑炎型)。

该患者流脑同时并发周围性面瘫、听力下降考虑可能由

于脑膜血管充血、炎症，大量纤维蛋白、中性粒细胞及血浆外

渗引起颅底部炎症、粘连，而发生面神经和听神经干损害所

致【1’2J，而非损伤脑干累及面神经和耳蜗神经核引起b]。本例

患者的周围性面瘫和听力下降经抗感染、脑脊液置换、营养神

经等治疗后恢复，无后遗症，但该病例耳聋有时发生在脑膜刺

激症状出现之前旧】，临床表现不典型，容易误诊，应提高警惕，

以免延误治疗，遗留严重后遗症。流脑并发截瘫的原因目前

尚不清楚：①炎症反应波及脊髓膜，进而侵犯脊髓前动脉，引

起动脉炎和血管血栓形成，造成脊髓损伤；②细菌入侵脊膜后

形成脊髓脓肿，可造成脊髓损害；③由于脊髓置于脓性分泌物

中，引起急性脊髓炎症。该病例经过抗菌等治疗及康复训练

后肌力、感觉和排尿等均恢复正常，结合张冬森等【40报道病

例，提示此类并发症是可逆的，经过积极治疗可以恢复。

本例患者除了流脑常见临床表现外，还同时合并周围性

面瘫、耳聋和截瘫，临床少见。因此，临床医生在遇到不典型

流脑病例或流脑伴有并发症时应进行综合分析，明确诊断，

及早治疗，以减轻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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