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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肝包虫病的斆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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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摘暋要椵暋目的暋探讨儿童肝包虫病的斆斣表现暎方法暋回顾性分析棽椃例经病理和棷或血清学证实的肝包虫病患儿的临

床和斆斣资料暎结果暋棽椃例肝包虫病中棳肝囊型包虫病棽椂例棳肝泡型包虫病棻例椈单纯肝包虫病棻棸例棳合并其他器官包

虫病棻椃例椈肝内单发包虫棻椄例棳多发包虫椆例暎共发现囊型病灶棿椃个棳其中单囊型囊肿占 棻灡棸椂棩棬棽棿棷棿椃棭棳内囊塌陷型

囊肿占棿棽灡 棩棬棽棸棷棿椃棭棳钙化型囊肿占棿灡棽椂棩棬棽棷棿椃棭棳多子囊型囊肿占棽灡棻棾棩棬棻棷棿椃棭棳未见实变型囊肿椈泡型病灶棻个暎
椃棿灡棿椃棩棬棾棷棿椃棭的囊肿直径椌 斻旐暎结论暋斆斣可定性诊断儿童肝包虫病棳是可靠的检查方法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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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包虫病棳又名棘球蚴病棳为棘球属绦虫的幼虫所致

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棳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暎青藏高原是

我国包虫病的高发区棳患病率可达 棩暙棻棸棩椲棻椵暎包

虫病常累及肝脏棳约占 棾棩暙椃 棩椲棽灢棿椵暎肝脏丰富的

血液供应能为包虫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棳包虫可在肝

内表现出感染暍生长发育和退变衰亡的完整生物学演

变过程棳形成具有诊断价值和特征性的 斆斣 表现暎儿

童肝包虫病的斆斣表现与成人既有相似之处棳又存在

差异棳了解儿童肝包虫病斆斣表现特点棳可为评价病变

的生物活性暍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及治疗后的随访提

供客观依据暎本文回顾性分析儿童肝包虫病例斆斣资

料棳探讨儿童肝包虫病的斆斣表现特点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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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 一般资料暋回顾性分析棽棸棸 年棾月暘棽棸棻棿年

棻棻月我院经病理和棷或血清学证实的肝包虫病患儿棽椃
例棳男棻椃例棳女棻棸例棳年龄棾暙棻棿岁棳平均棬椄灡棿暲棾灡棾棭
岁暎棽椃例中棳藏族棽 例棳汉族棽例棳全部来自牧业区棳
均有犬类及牛羊接触史暎临床表现多样棳棻棿例以肝

大暍腹部包块暍腹胀暍腹痛及黄疸等症状就诊棳其中 例

同时伴有消瘦暍贫血暍体质量减轻等慢性消耗性表现棳棽
例因囊肿破裂暍感染棳表现为发热暍过敏和急性腹膜炎

症状椈椆例合并肺包虫病患儿因咳嗽暍胸痛暍咯粉皮样

物质等呼吸道症状就诊椈棻例合并脑包虫病患儿因头

疼及癫痫发作就诊椈棾例患儿在检查其他疾病或体检

时偶然发现肝包虫病暎
棻灡棽 仪器与方法暋采用 斝旇旈旍旈旔旙斅旘旈旍旍旈斸旑斻斿椂棿层螺旋

斆斣 机行腹 部扫描棳管 电压 棻棽棸旊斨棳管电流 棻椃 暙
棽棸棸旐斄棳层厚 旐旐棳螺距棻旐旐暎棽棽例接受增强扫

描棳经肘静脉团注碘克沙醇棻灡棸暙棽灡棸旐旍棷旊旂体质量暎
检查时无法配合的患儿口服水合氯醛液镇静棳剂量为

棸灡 旐旍棷旊旂体质量暎
棻灡棾 肝包虫病分型方法暋根据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

师分会包虫病外科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暥肝两型包虫病

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棬棽棸棻 版棭暦椲棻椵棳将肝包虫病分为

肝囊型和肝泡型暎肝囊型根据包囊分为椇栙单囊型椈栚
多子囊型椈栛内囊塌陷型椈栜实变型棬斆斉棿棭椈栞钙化型暎
根据囊肿大小分为椇栙小包虫棬 大径椉 斻旐棭椈栚中等

大小包虫棬 大径为 暙棻棸斻旐棭椈栛大包虫棬 大径椌
棻棸斻旐棭暎根据生物学特征分为椇栙有活性棬单囊型暍多
子囊型棭椈栚过渡型棬内囊塌陷型棭椈栛无活性棬钙化型暍
实变型棭椲棻椵暎肝泡型分型复杂棳本组仅棻例棳故未对其

进行分型暎
由棽名主治及以上职称的放射科医师采用盲法对

图像进行分析棳观察包虫囊肿的斆斣分型暍评估包虫活

性棳观察多发性包虫囊肿棬肝内多发及肝外脏器累及棭
及肝包虫病的并发症等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 病灶一般情况暋棽椃例中棳肝囊型包虫病棽椂例棳其
中肝内单发包虫棻椃例棳肝内多发性包虫椆例椈棻棸例患

儿仅肝脏受累棳棻椂例同时合并肝外脏器受累棳其中棻棻
例合并肺包虫病棳棾例合并肺暍腹盆腔包虫病棳棻例合并

腹腔暍颈部包虫病棳棻例合并脑暍腹腔包虫病暎肝泡型

包虫病棻例棳肝内单发病灶棳同时合并脑暍肺包虫病暎
本研究中肝外脏器受累占椂棽灡椆椂棩棬棻椃棷棽椃棭棳仅肝脏受

累占棾椃灡棸棿棩棬棻棸棷棽椃棭椈肝内多发性病灶占棾棾灡棾棾棩棬椆棷
棽椃棭棳单发性病灶占椂椂灡椂椃棩棬棻椄棷棽椃棭暎

棽椃例 共 发 现 囊 型 病 灶 棿椃 个棳其 中 单 囊 型 占

棻灡棸椂棩棬棽棿棷棿椃棭棳内囊塌陷型占棿棽灡 棩棬棽棸棷棿椃棭棳钙
化型占棿灡棽椂棩棬棽棷棿椃棭棳多子囊型占棽灡棻棾棩棬棻棷棿椃棭棳未
发现实变型病灶椈活性期病灶占椆灡椃棿棩棬棿棷棿椃棭棳过
渡型占棿棽灡 棩棬棽棸棷棿椃棭棳非活性期病灶仅占棿灡棽椂棩
棬棽棷棿椃棭椈大包虫占棾棿灡棸棿棩棬棻椂棷棿椃棭棳中等大小包虫占

棿棸灡棿棾棩棬棻椆棷棿椃棭棳小包虫占棽灡棾棩棬棻棽棷棿椃棭椈包囊直

径大于 斻旐者占椃棿灡棿椃棩棬棾棷棿椃棭暎泡型病灶棻个暎
棽灡棽 斆斣表现

棽灡棽灡棻 肝囊型包虫病 斆斣表现暋栙单囊型椇为边缘光

滑锐利的类圆形囊肿棳囊壁清晰显示暍部分显示或不显

示棳囊液 密度均 棳斆斣 值约 棸灡椃暙棽棸灡棸 斎斦棳平 均

棬椂灡棻暲棿灡棸棿棭斎斦棬图棻棭椈栚多子囊型椇表现为病灶母

囊内单发椭圆形子囊棳囊壁较厚棳囊液密度与母囊相似

棬图棽棭椈栛内囊塌陷型椇所见棽棸个包囊中棻椃个内囊破

裂棳表现为外囊完整棳内囊与外囊分离形成暟套囊征暠
棬图棾棭或内囊塌陷暍卷曲形成暟飘带征暠棬图棿棭棳囊液密

度高于单囊型椈棾个包囊为内暍外囊同时破裂棳表现为

囊肿塌陷形成边缘模糊暍外形不规则及密度不均 的

混合性团块棳其中可见破裂卷曲的内囊棬图 暍椂棭椈栜钙

化型椇为病灶边缘点状或不规则线样高密度影棬图椃棭暎
增强扫描椇棽个内囊塌陷病灶出现轻暘中度强化棳其他

类型病灶均无明显强化暎
棽灡棽灡棽 肝泡型包虫病 斆斣表现暋本组仅棻例棳单发病

灶棳为肝左叶巨大不规则团块影棳病灶边缘与正常肝组

织间可见带状低密度区棬浸润区棭棳病灶内分布大量不

规则斑片状钙化影棳增强后病灶中央可见灶状低密度

区棬液化坏死棳图椄棭暎
棽灡棾 并发症暋囊肿破裂暍感染和胆瘘是肝囊型包虫病

的常见并发症暎本组棻棿例出现并发症棳囊肿破裂棻棻
例棳其中破裂合并腹膜炎棻例棳发生过敏性休克暍腹膜

炎致死亡棻例棳破裂后发生胸膜暍颈部继发性播散棻
例棳发生腹盆腔继发性播散棻例椈胆瘘形成棾例暎
棾暋讨论

棾灡棻 流行病学暋包虫病主要在农牧区流行棳犬类为终

宿主棳是主要传染源椈人类为中间宿主棳通过误食被包

虫卵污染的食物暍水或密切接触犬类而致病暎该病多

于儿童期感染棳青少年期至成年期发病暎人包虫病主

要包括由细粒棘球绦虫所致的囊型包虫病和由多房棘

球绦虫所致的泡型包虫病棳以前者多见暎肝脏是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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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患儿男棳 岁棳单囊型肝包虫病暋囊肿体积巨大棳囊液呈均 水样密度暋暋图棽暋患儿女棳椄岁棳多子囊型肝包虫病暋子囊棬箭棭壁厚棳其
内密度与母囊相近棳增强后未见强化暋暋图棾暋患儿女棳棻棽岁棳内囊塌陷型肝包虫病暋内囊棬环形高密度影棭从外囊剥离棬箭棭棳形成暟套囊

征暠棳外囊结构完整棬箭头棭暋暋图棿暋患儿男棳棾岁棳内囊破裂形成暟飘带征暠棬箭棭暋暋图 暋患儿男棳椃岁棳肝包虫合并肺包虫病暋斄棶单囊型

棬箭头棭和内囊塌陷型棬箭棭病灶同时存在棳肝门处包囊的内暍外囊均破裂棳病灶失去囊肿外观棳形成混杂密度团块棳密度不均棳内囊卷曲棳右叶

囊肿边缘见点状钙化棬弯箭棭椈斅棶增强后单囊型病灶无明显强化棳塌陷型囊肿可见轻度强化棳病灶边缘较平扫清晰棳压迫肝管致肝内胆管扩

张棬箭棭暋暋图椂暋患儿男棳椃岁棳内囊塌陷型肝包虫病棳包囊内暍外囊均破裂棬箭棭棳病灶密度不均棳结构紊乱棳增强后可见强化棳囊肿破裂合并

感染棳肝周可见积液暋暋图椃暋患儿女棳椂岁棳肝内多发包虫棳大包囊为单囊型棳小包囊为钙化型棬箭棭棳囊肿边缘可见不完整的暟壳样暠钙化暋
暋图椄暋患儿男棳棻棾岁棳肝泡型包虫病合并肺暍脑包虫病暋肝内不规则团块影棳病灶与正常肝组织间可见低密度区棬浸润区棭棳病灶内充满钙

化棳病灶中央低密度区为液化坏死

病首先且 常累及的器官棳约占人体包虫病的 棾棩暙
椃 棩椲棽灢棿椵棳但有研究椲椵认为棳在儿童包虫病中棳肺脏比肝

脏更易受累暎小儿肝囊型包虫病多于肝泡型包虫病暎
研究椲棻椵报道棳儿童肝囊型包虫病约占椆棸棩棳肝泡型包

虫病约占棻棸棩暎本研究中棳肝囊型包虫病占椆椂灡棽椆棩
棬棽椂棷棽椃棭棳肝泡型包虫病占棾灡椃棻棩棬棻棷棽椃棭棳结果与上述

研究相似暎
棾灡棽 斆斣表现暋标准化分型对于评估包囊的生物学活

性和转归暍确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及治疗后随访意义重

大椲棻棳椂灢椄椵暎本研 究 中 单 囊 型 和 内 囊 塌 陷 型 多 见棳占

棻灡棸椂棩棬棽棿棷棿椃棭和棿棽灡 棩棬棽棸棷棿椃棭椈多子囊型和钙化

型少见棳占棽灡棻棽棩棬棻棷棿椃棭和棿灡棽椂棩棬棽棷棿椃棭暎儿童多子

囊型和钙化型病灶少见的原因可能与感染期短暍寄生

虫年幼及生长环境良好有关椲椆椵暎栾梅香等椲棻棸椵报道儿

童多子囊型病灶约为椃灡棿棩棳本组结果与其结果一致暎
有研究椲棻棻灢棻棽椵报道棳成年患者单囊型病灶少见棳活性期

病灶占 棸棩暎本研究中活性期病灶占椆灡椃棿棩棬棿棷
棿椃棭棳非活性期病灶仅占棿灡棽椂棩棬棽棷棿椃棭暎活性期病灶

生长发育和繁殖能力强棳包囊不稳定棳易发生并发症棳
治疗以手术为主棳目的是彻底清除和杀灭包虫虫体暎
钙化暍实变型病灶为包囊退化坏死的重要阶段和 终

结果椲棻棾灢棻棿椵棳临 床 多 以 观 察 随 访 为 主椲棻棳椄椵暎 梁 长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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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椲棾棳棻灢棻椂椵指出钙化暍多子囊和内囊塌陷可作为诊断肝

囊型包虫病的特异性征象棳但儿童期病灶中钙化和多

子囊型少见棳提示钙化暍多子囊不宜作为诊断儿童肝囊

型包虫病的主要征象椲棻椃椵棳但内囊破裂暍塌陷征象仍具

有较高的诊断特异性暎儿童血液循环丰富棳肝组织疏

松棳利于包囊生长和囊液快速增加椲椆椵棳本研究中囊肿直

径椌 斻旐者占椃棿灡棿椃棩棬棾棷棿椃棭棳与栾梅香等椲棻棸棳棻椄灢棻椆椵研
究结果相似暎

多发性包虫囊肿是指多种器官同时受累或一种器

官同时存在棽个以上囊肿椲椆椵暎原发性包虫囊肿多为单

发囊肿棳但儿童以多发性囊肿多见棳原因可能与多次感

染暍一次多量虫卵感染及免疫力低下有关椲棽棸椵暎本研究

中合并肝外脏器受累占椂棽灡椆椂棩棬棻椃棷棽椃棭棳肝内多发性

病灶占棾棾灡棾棾棩棬椆棷棽椃棭棳与 斝斸旊斸旍斸等椲椄棳棻棸棳棻椂椵研究结果

相近棳提示如发现儿童某一脏器存在可疑包虫囊肿棳应
全面系统检查棳避免遗漏其他脏器的包虫感染暎
棾灡棾 并发症暋本研究中囊肿破裂占椃椄灡椃棩棬棻棻棷棻棿棭棳
胆瘘形成占棽棻灡棿棾棩棬棾棷棻棿棭暎由于儿童包囊体积大棳
囊壁薄棳囊周纤维组织少椈且儿童活泼好动棳外伤机会

多棳故儿童包虫囊肿易发生破裂暎包囊破裂后棳囊液内

的原头蚴暍子囊等随囊液播散和种植棳手术极难根治暎
囊液吸收后的中毒及过敏症状较成人剧烈棳临床表现

复杂暍危重暎有研究椲棿棳椆椵报道成人胆瘘的发生率可高

达椆棸棩棳但儿童期囊蚴的生活力强棳很少侵破细小胆

管棳故儿童胆瘘发生率低于成人暎
总之棳儿童肝包虫病以肝囊型包虫病常见棳斆斣表

现以单囊型和内囊塌陷型多见棳钙化型和多子囊型少

见椈囊肿体积大棳易破裂棳多发性囊肿多见暎斆斣 不仅

可检测囊肿大小暍数量暍位置及钙化棳还可评价并发症棳
是诊断儿童肝包虫病可靠和有价值的影像学方法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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