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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袁 大便稀曰 3例表现为腹膜炎袁 腹水征阳性袁 腹水检查院 外
观淡黄色袁 蛋白定量 0.5耀2.5g 辕L袁 有核细胞数 渊0.2耀2.57冤 伊
109 辕L袁 嗜酸粒细胞 29%耀32%遥 粪便或/和腹水检查均未见并
殖吸虫卵遥 其中 6例误诊为病毒性肝炎尧 5例误诊为肝硬化尧
1例曾误诊为肠结核尧 2例误诊为结核性腹膜炎遥
1.3援3 脑脊髓型 21例中 13例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袁 8例
表现为脑膜脑炎遥 蛛网膜下腔出血者均有头痛尧 呕吐尧 颈抵
抗尧 布氏征阳性尧 克氏征阳性袁 发热 11例袁 嗜睡 3例袁 浅昏
迷 2例曰 脑脊液外观呈血性袁 镜检可见皱缩红细胞袁 嗜酸粒细
胞为 32%耀92%曰 脑电图轻度异常袁 CT检查 10例有蛛网膜下
腔出血典型表现遥 以脑膜脑炎表现的患儿有头痛尧 呕吐尧 抽
搐尧 意识障碍尧 巴氏征阳性及布氏征阳性尧 克氏征阳性曰 脑电
图轻尧 中度异常袁 CT检查 2例未见有异常改变袁 脑脊液外观
淡黄色袁 嗜酸粒细胞为 10%耀45%袁 蛋白定量为 0.4耀0.6 g/L袁
糖尧 氯化物正常曰 1例血糖增高 (28.6 mmol/L) 同时尿糖阳性遥
21例痰尧 粪便和脑脊液检查均未见并殖吸虫卵遥 入院时 9例
误诊为原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袁 3例误诊为病毒性脑炎袁 2例
分别误诊为化脓性脑膜炎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遥
1.3.4 皮下结节型 22例表现为皮下结节型遥 其中 11例除有
皮下结节外无其它表现遥 结节大多为游走性的袁 以躯干部为
多袁 2例在下睑缘皮下触及约渊0.3 伊 1.0冤 cm耀渊3.2 伊 4.0 冤 cm
的肿块袁 呈椭圆型袁 质硬袁 无粘连遥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渊10耀
15.6冤 伊109/L袁 嗜酸粒细胞 12%耀45%袁 痰和粪检均未见并殖吸
虫卵遥 其中对 2例的皮下结节进行病理检查院 呈嗜酸性肉芽肿
或嗜酸性脓肿袁 并有夏科-雷登氏结晶袁 1例结节中可见并殖
吸虫虫体遥 2例均被误诊为嗜酸粒细胞增多症遥

2 治疗

106 例患儿使用硫氯酚或吡喹酮抗并殖吸虫并辅助予卧
床休息和对症尧 支持治疗袁 对有胸腔尧 腹腔和心包腔积液患儿
同时加强的松 [1 mg 辕 (kg窑d)袁 2周后逐渐减量袁 至 4周停用]袁
以减少渗出和减轻粘连遥 结果院 治愈 96例袁 好转 7例袁 无效
3例袁 总有效率为 97.1豫遥 其中 56例用硫氯酚治疗袁 50 mg 辕
(kg窑d)袁 分 3次服袁 15 d为 l疗程袁 每疗程间隔 5耀7天袁 共 2
个疗程袁 治愈 49例袁 好转 4例袁 无效 3例曰 50例用吡喹酮
治疗袁 总剂量 180耀200 mg 辕 kg袁 分 3天服袁 每疗程间隔 7天,
共 2个疗程袁 治愈 47例袁 好转 3例 渊3例好转出院者袁 院外

继续用药 1疗程袁 1个月后复查无异常冤袁 1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者留有智能低下后遗症遥

3 讨论

由于临床医务人员对并殖吸虫幼虫移行症缺乏认识袁 对患
者流行病学史了解不详细袁 体格检查不全面以致造成误诊遥 对
以心脏尧 胸膜尧 肝和脑脊髓等损害为主要表现者袁 而痰尧 粪便
及各种体液检查又未见并殖吸虫卵的患儿误诊率更高袁 本组误
诊率达 46.2豫遥 本病主要须与各类结核病如结核性胸膜炎尧 结
核性心包炎尧 结核性腹膜炎和肠结核及化脓性心包炎尧 肝硬
化尧 原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尧 病毒性脑炎和化脓性脑膜炎等鉴
别诊断遥 总结对该病的诊治体会袁 凡是来自并殖吸虫流行区的
患儿袁 有食生或半生溪蟹史袁 若出现下列表现之一者应考虑患
本病的可能院 淤游走性皮下结节曰 于不明原因慢性咳嗽尧 消瘦尧
乏力尧 腹痛等袁 而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尧 嗜酸粒细胞明显增高袁
血沉增快曰 盂胸腔尧 心包腔或腹腔积液检查嗜酸粒细胞增高而
细菌培养和抗酸染色找抗酸杆菌阴性曰 榆肝脏损害袁 以 酌鄄球
蛋白升高为主袁 但无法用其他慢性肝病解释曰 虞有脑脊髓损害
症状袁 脑脊液内嗜酸粒细胞明显增高者袁 痰尧 粪和各种体液检
查并殖吸虫卵阴性者袁 也不能排除本病遥 需作进一步检查院 淤
并殖吸虫皮试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袁 于有皮下结节者活检做病
理学检查遥

本病使用硫氯酚或吡喹酮治疗效果良好袁 后者优于前者袁
且副作用小[1鄄4]遥 对胸腔尧 腹腔和心包腔积液的患儿在应用抗并
殖吸虫药物治疗的同时加用强的松袁 以减少渗出和减轻粘连遥
对于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者袁 绝对卧床休息不少于 5耀6周袁
过早活动有再次出血的危险袁 应特别注意遥

参 考 文 献

咱 1 暂 胡亚美袁 江载芳袁 主编. 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咱M暂. 第 7 版. 北京院
人民卫生出版社袁 2002. 1112鄄1115.

咱 2 暂 邵向云. 肝型并殖吸血病的临床特点及误诊分析咱J暂. 中国人兽共
患病杂志袁 2002袁 19渊5冤: 133.

咱 3 暂 王建湘. 小儿肺吸虫性胸腔积液 41例咱J暂.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袁
2003袁19(2)院 118.

咱 4 暂 姚国忠袁 曾力强. 并殖吸虫病 6例报告咱J暂. 中国寄生虫与寄生虫
病杂志, 2002袁 20院 228.

(收稿日期院20004鄄12鄄17 编辑院盛慧锋)

揖简报铱

在对旋毛虫的研究过程中, 有研究者曾对旋毛虫与肿瘤的
关系进行了探讨遥 发现感染旋毛虫的小鼠再接种某些肿瘤细胞

后袁 肿瘤细胞生长缓慢袁 甚至完全不生长, 提示旋毛虫感染可
以提高小鼠对肿瘤的防御机能遥 为了解旋毛虫致死肿瘤细胞的
相关机制袁 本实验观察旋毛虫培养液对 K562细胞凋亡和坏死
的影响袁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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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宿主在肿瘤的发生尧 发展过程中袁 具有自身重要的防御体
系袁 巨噬细胞 (M准) 是防御机制的关键所在袁 体内M准激活后具
有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袁 其效应方式是通过直接对肿瘤细胞杀
伤和产生溶解肿瘤细胞的效应分子而实现的 咱3暂遥 Meerovitch
等咱4暂在研究中发现袁 在旋毛虫感染过程中袁 小鼠体内的 M准被激
活, 活化的M准可能是感染旋毛虫小鼠对肿瘤细胞产生免疫的效
应细胞遥 推测旋毛虫感染时虫体自身和表面抗原以及虫体代谢
产物尧 排泄分泌物和杆细胞分泌颗粒抗原均可激活宿主体内的
抗原提呈细胞要要要M准袁 诱导宿主产生免疫应答遥 李文桂等 咱5暂对
旋毛虫病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和 NO水平进行了检测, 发现旋毛
虫病患者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渊TNF鄄琢冤尧 白细胞介素鄄1茁 渊IL鄄
1茁冤 和 N0有所升高或显著升高, 这些细胞因子可能与感染旋
毛虫后抗肿瘤能力提高有一定的关系遥 为了排除上述因素的影
响袁 探明旋毛虫分泌物尧 代谢物对肿瘤细胞的作用袁 作者等将
K562细胞加入旋毛虫培养液中培养袁 结果发现 K562细胞的凋

亡率和坏死率较对照组明显高袁 且与培养时间呈正相关遥 表明
旋毛虫培养液中含有某种活性成分袁 可直接诱导 K562细胞的
凋亡和坏死袁 推测感染旋毛虫后袁 可提高机体对肿瘤的防御机
制遥 有关感染旋毛虫后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有效成分及诱导凋
亡和坏死的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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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9 d 12 d 15 d
坏死率(%) 凋亡率(%) 坏死率(%) 凋亡率(%) 坏死率(%) 凋亡率(%) 坏死率(%)

A 3.24依0.18 0.69依0.05 3.73依0.13 0.76依0.06 3.82依0.13 0.82依0.03 4.12依0.82 1.02依0.071
B 3.32依0.26 0.72依0.06 4.57依1.04 0.81依0.08 6.67依1.27 0.93依0.09 2.43依0.55 2.14依0.08
P * >0.05 >0.05 <0.05 <0.05 <0.01 <0.01 <0.01 <0.01
* B组与 A组相比

组别

表 1 两组 K562细胞凋亡及坏死率

凋亡率(%)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感染旋毛虫的 Wistar大鼠和昆明小鼠为本院
寄生虫室保种遥
1.2 主要设备及试剂 流式细胞仪 渊FACS Calibur冤 为美国
Becton Dickinson公司产品, PI为美国 Sigma公司产品, 磷酸酰
丝氨酸结合蛋白(Annexin V)为德国 Boehringer鄄Mannheim 公司
产品, 人白血病 K562细胞引自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袁 本院免疫
室冻存, RPMI1640完全培养液为美国 Gibco公司产品, 细胞培
养耗材购自武汉亚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遥
1.3 旋毛虫排泄分泌物制备 将感染旋毛虫的大鼠处死后, 取全
身肌肉剪碎, 每克肌肉中加入 60 ml人工胃液消化, 置 38 益温箱
中消化 12耀14 h, 去上清, 沉淀过滤, 用水洗涤 3次, 从沉淀中分
离幼虫并计数遥 取昆明小鼠 10只称重, 按 10条/g给小鼠口饲袁
感染后 5周处死袁 取全身肌肉按上法收集旋毛虫幼虫遥 将所收集
的幼虫用磷酸盐缓冲液 (PBS) 洗涤 3次袁 在无菌状态下将约 50
条幼虫加入 25 ml培养瓶中袁 加入 5 ml培养液 渊含 20%小牛血
清的 RPMI 1640培养液袁 待用时加入青霉素 800 U/ml尧 链霉素
1 000 U/ml冤袁 置 37 益尧 5% CO2的培养箱中培养袁 每 3 d换液 1
次袁 将换出的液体倒入离心管中, 2 000伊g离心 3 min袁 弃上清液袁
加 1 ml新鲜培养液于离心管中备用遥
1.4 K562细胞培养 按文献咱1暂复苏 K562 细胞, 复苏后分别移
入 20瓶 5 ml的螺口细胞培养瓶中袁 将其分为 A尧 B两组渊各 10
瓶冤袁 以 2伊105 辕ml接种于含 10豫新生小牛血清的 RPMI l640培养
基渊含青霉素 100 U 辕m1袁 链霉素 100 U 辕ml冤中袁 置 37 益尧 5豫

CO2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培养袁 每 3 d 换液 1 次袁 换液时 A组只
加新鲜培养液渊作为正常对照冤袁 B组加入上述制备的旋毛虫培养
液 1 ml 并用新鲜培养液补足遥 同时取适量含细胞的培养液经苔

盼蓝染色计数活细胞遥
1.5 细胞凋亡和死亡检测 A尧B两组 K562细胞经培养后袁 分

别在 6尧9尧 12和 15 d取样检测袁 参照文献咱2暂用膜联蛋白(AV)法
测定袁 分别取 A尧B两组 K562细胞 106个用 PBS洗涤袁 3 600 伊g
离心 5 min, 去上清袁 测定 DNA含量 咱2暂遥 再分别取 A尧B两组
K562细胞 106个加入 1 ml PI染液袁 置冰箱 30 min后用流式细
胞技术(FCM)检测袁 对染色标本进行定量分析袁 每次获取 30 000
个细胞袁 保存数据后用 Cell Quest软件进行处理遥
1.6 结果判定及计算 AV和 PI染色均为阴性的为正常活细胞袁
AV阳性而 PI阴性的为凋亡细胞袁 AV和 PI染色均为阳性的为坏
死细胞遥 细胞凋亡率 渊或坏死率冤越渊凋亡 渊或坏死细胞数冤 辕细胞
总数冤伊100豫遥

2 结果

B组从第 9天起细胞凋亡率和坏死率开始上升袁 A尧B两组
比较细胞凋亡率和坏死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 12 d后
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渊P约0.01冤袁 差异程度与培养时间呈正相关
渊9d院12d, P<0.05, 9d院15 d, P约0.01冤遥 表明旋毛虫培养液中含有诱
导 K562细胞凋亡和坏死的有效物质遥 培养时间越长诱导凋亡和
坏死作用越强渊表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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