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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型并殖吸虫病是由并殖吸虫进入颅内感染引起的, 临

床影像学动态观察报告较少。我们对 2 例手术及 3 例免疫学

试验确诊的患者, 回顾分析了动态头颅 CT 扫描结果, 总结

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5 例斯氏狸殖吸虫感染者, 男 4 例, 女 1 例,

年龄 6～ 12 岁。4 例居住在陕西省, 1 例在河南省。4 例有食

石蟹史。2 例经手术病检证实为并殖吸虫性肉芽肿 (内有并

殖吸虫卵) , 3 例并殖吸虫抗原皮内试验及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阳性, 2 例曾有皮下游走性结节。1 例脑脊液检查嗜酸性粒

细胞比例增高 44%。3 例服用吡喹酮治疗后临床改善或治

愈, 2 例手术治疗后痊愈。

症状与体征　5 例均无肺部症状和体征。强直2阵挛癫痫

发作 2 例, 复杂部分性癫痫发作 1 例, 头痛呕吐 1 例, 头痛

右侧肢体无力 1 例, 右侧肢体偏瘫 2 例, 左侧肢体轻瘫 1 例。

头颅 CT 检查结果

头颅 CT 表现　头颅 CT 平扫时病变部位呈现大片状

低密度区, 边缘不规则, 呈条片状、结节状、团块状混杂密度

或低密度块影。分别为左颞叶 1 例, 左丘脑 1 例, 左内囊区

1 例, 右顶叶 3 例, 右额叶 2 例, 右枕叶 1 例, 胼胝体膝部

1 例。病灶单个 2 例, 多个 3 例, 两侧大脑半球同时并存 2

例。增强扫描均呈环形或结节样强化。

动态观察结果　1 例患者 22 月内共行 6 次 CT 扫描,

未发现病灶明显改变 (间隔 74 d) , 术后复查 CT 仅见右顶叶

病灶呈手术切除后改变; 1 例患者 38 d 内 2 次 CT 扫描, 未

见病变发生变化, 术后复查头颅 CT 见左侧颞顶叶病灶消

失, 呈手术切除后改变; 1 例于 2 年内共行 2 次头颅 CT 扫

描, 见右枕部低密影消失, 右额叶及左颞叶、胼胝体膝部又

出现不规则混杂密度影; 1 例 16 月内行 3 次头颅 CT 扫描,

左顶叶近脑室体部低密灶, 渐移行至左内囊部, 最后至右侧

枕顶叶, 吡喹酮治疗 2 疗程后病灶变小、周围水肿消退; 1 例

2 月内行 5 次头颅 CT 扫描, 吡喹酮治疗后右顶叶大片状低

密影水肿区减轻, 但右额叶片状结节影增大, 周围水肿明显,

165 d 后复查 CT 脑部病灶消失。

讨 论

脑型并殖吸虫病为并殖吸虫在脑内移行、产卵并分解

代谢, 对脑组织产生破坏作用、毒性和异物反应所致, 及早

诊治可避免后遗症发生。头颅 CT 扫描为该病的早期诊断提

供了影像学证据。

朱达斌[1 ]等报告, 脑型并殖吸虫病的急性期头颅 CT 表

现为: ① 脑炎型: 边缘模糊, 数目大小不一的低密度灶, 强

化后呈不均匀性斑片状或结节状, 伴不同程度的脑水肿和

占位效应; ② 囊肿型: 呈单个或多个大小不等的强化环, 周

围可散布数目不一的增强结节, 脑水肿和占位效应比较明

显。U kada[2 ]报告, 慢性脑型并殖吸虫病的特点为: ① 脑内

多发圆形或椭圆形钙化, 以多发环形泡沫样钙化为特征; ②

钙化周围或邻近脑组织可见低密灶; ③ 局部脑皮层萎缩或

脑室扩大。我们报告的 5 例患者均具有上述 CT 表现。另外,

我们认为, 脑内病灶数目较少、病灶较大, 结节样强化, 水

肿效应明显的患者, 应尽早做并殖吸虫血清 EL ISA 检测。

2 例患者动态 CT 扫描发现脑型并殖吸虫病的病灶具有

游走性的特点, 这可能与其幼虫可在脑实质内贯穿游走有

关。临床影像学诊断时要注意此特点, 为防止损害加重, 应

及早治疗。1 例患者经吡喹酮治疗后, 右额叶病灶周围水肿

明显, 可能为虫体被杀死后引起的异性蛋白反应; 进一步治

疗后复查 CT 见病灶消失。1 例吡喹酮治疗后病灶变小, 水

肿消退。因此, 动态 CT 扫描可观察脑内病灶的动态变化、药

物反应及评价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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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医学昆虫学学术讨论会简讯

　　第五届全国医学昆虫学学术讨论会于 1999 年 9 月 1- 3 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昆虫学会医学昆虫专业
委员会、山东省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委员会与本分会联合举办。会议主要交流有关医学昆虫的区系分类、生物学、
传病关系、综合防制等最新研究进展, 共交流学术论文 94 篇。来自全国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台湾、香港的 90 余名专
业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邀请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陆宝麟院士、吴厚永教授、虞以新教授、第二军医大学瞿逢伊教授、台湾大
学徐尔烈教授、东海大学陈锦生教授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顾问徐家俊先生等作了专题学术报告。大会设区系分类、生物学、
传病关系、综合防制与害虫防治产业化等 4 个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和交流。这次会议交流的论文反映了我国的医学昆虫学工
作者比较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重要医学昆虫近缘种的鉴定和相互间的关系、从分子水平揭示病
原与病媒的关系、医学昆虫抗药性机理等。这些方面都是当今国际医学昆虫研究和防制的主题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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