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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脑炎为主要表现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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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示双侧丘脑-中脑及双侧大脑角边缘对称性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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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示双侧丘脑-中脑及双侧大脑角边缘对称性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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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活检示髓象%粒系增生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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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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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胼胝体

体部白质纤维束不同程度中断!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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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
/II

图示胼胝体

体部白质纤维束走形无异常%无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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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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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X-

伪彩图及感兴

趣部位!箭"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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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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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彩图及感兴趣部位!箭"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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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是指外周血中嗜酸性粒细胞

绝对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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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

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种血液学的病理改变%根据嗜

酸性粒细胞增多程度分为轻度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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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常

累及肺部$胃肠道$心脏$血管$肌肉等部位!但以脑炎

为主要表现的病例较少%现报道
$

例嗜酸性粒细胞性

脑炎患者!分析其病理及影像学特点%

病例资料
!

患者!女!

*!

岁!以右下肢无力
$

年!

构音障碍
$#

个月!走路不稳!强笑
F

个月为主诉来院

神经内科住院%主要表现为一年前无诱因出现右下肢

无力!进行性加重!

$#

月前无诱因出现言语不清%

F

个

月前出现左下肢无力!进行性加重!双下肢近端肌肉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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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第一次入院治疗头颅
()1

示双侧丘脑$中脑及双

侧大脑角边缘对称性异常信号"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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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脑白质

病变(给予'神经节苷脂(等药物治疗后!病情好转出

院%

第一次出院后患者病情加重!再次住院检查及检

验结果示直立倾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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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中性粒细胞百分

数
"7+F\

!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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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碱性粒细

胞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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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碱性粒细胞绝对值
#+$#g$#

%

)

W

*寄生虫全套未见

异常%给予丹红针$神经节苷脂针$维生素
V$

针等营

养神经药物治疗后!强笑症状减轻!但四肢无力无明显

改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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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入院患者上述症状呈进行性加重%检查及

检验结果示血常规中性粒细胞百分数
"*+F\

!嗜酸性

粒细胞百分数
,,+"\

!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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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粒细胞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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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碱性粒细胞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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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活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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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髓象!粒系增生活

跃!中性杆状核粒细胞比值偏低!中性分叶核粒细胞比

值偏高!嗜酸性粒细胞占
$7+&\

!比值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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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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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胼胝体体部白质纤维束不同程度中断!

测胼胝体不同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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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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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正常人相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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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诊断为嗜酸性粒细胞

性脑病!暂给予羟基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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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嗜酸性粒细胞!后患者复查血常规!结果示中性粒细

胞百分数
*F+&\

!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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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碱性

粒细胞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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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嗜酸

性粒细胞绝对值及百分数与之前相比明显下降!且病

情有明显好转!遂出院%

讨论
!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是指外周血中嗜酸性

粒细胞绝对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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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多种因素引发%

排除家族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后!其主要被分为继

发性"反应性#$原发性"克隆性#和特发性嗜酸性粒细

胞增多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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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常累及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等!有报道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肺炎胸部

EI

大多表现为两肺片状$条索状或弥漫分布片状磨

玻璃浸润影和网状改变浸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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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嗜酸性粒细胞浸

润的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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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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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常呈现等信号或者高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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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以高信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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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性粒细胞脑炎是一种罕见疾病!国内外相关

报道较少!如有寄生虫感染!头颅
()1

可表现为'隧道

征(!即'洞穴(之间的管状或孔状长
I

$

$长
I

,

信号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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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区出血也被认为是其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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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寄生虫

感染的患者
()1

大多表现为脑内多发片状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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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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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1)

高信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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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般脑炎的影像学特征%本例

患者显示白质纤维束走形异常!考虑是嗜酸性粒细胞

产生的毒性物质如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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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

等损害神经细胞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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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无寄生虫感染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

脑炎
()1

检查无特殊性表现!应以病理学检查为主要

依据!但当患者表现为神经疾病或精神障碍!病理学检

查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高!且
()1

表现为脑内

多发异常高信号时!应考虑诊断为以脑炎为主要表现

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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