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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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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总结分析鹦鹉热衣原体重症肺炎的临床及胸部
R*'(

影像特征!方法!回顾性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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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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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基于病原宏基因组学检测诊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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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鹦鹉热衣原体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

及影像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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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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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早期单侧肺叶实变伴磨玻璃样改变"均可见含气支气管征(进展期病灶发展快

速"很快累及整个或双侧多个肺叶"可出现散在磨玻璃斑片影"可伴有纵隔淋巴结增大"双侧胸腔积液伴

随病程发展出现"针对性抗生素治疗后病灶吸收明显!结论!鹦鹉热衣原体重症肺炎的胸部
R*'(

主

要表现为实变及磨玻璃影"影像特异性差"病原学诊疗不明时病灶进展迅速"容易发展为重症"针对性抗

生素治疗效果明显"需结合临床接触史及基因组学检测尽快发现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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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泡灌洗液经病原宏基因学检测发现鹦鹉热衣原体序列!

!!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是一种动物疫源性传染病!主

要载体是鸟类!传播途径主要是接触鹦鹉热衣原体的

气溶胶&排泄物或分泌物等!典型表现为高热&肌肉酸

痛及肺部浸润等!如不及时诊断病原体并针对性治疗!

很容易发展成重症肺炎危及生命"近年来随着病原宏

基因组学检测方法的推广!鹦鹉热衣原体肺炎逐渐被

更多地发现和认识!但过去的研究往往针对临床诊疗!

注重实验室生化指标!对其胸部高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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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很少"本文搜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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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经病原宏基因组学检测诊断的鹦鹉热衣原体重症肺炎

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临床及
R*'(

影像表现!旨在提

高医生对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认识及诊断水平"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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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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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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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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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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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间基于病

原宏基因组学检测诊断的
/

例鹦鹉热衣原体重症肺炎

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鹦鹉热衣原体重症肺炎的诊

断标准依据
#%!"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

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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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肺泡灌洗液经病原宏基因学检

测均发现鹦鹉热衣原体序列$图
!

%!常规临床病原学

检测均未发现其他病原体"

#@

临床及实验室资料

搜集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包括性别&年龄&

基础疾病&发病初期临床症状&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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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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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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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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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扫描参数#管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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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电流自动毫安$西

门子%或
A%

!

##%2O

$

S0

%!层厚
!%22

!层间距

!%22

!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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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范围从胸口入口至肺底!

!@%22

层厚$西门子%及
!@#/22

层厚$

S0

%骨算法

重建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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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及临床特征分析

由高年资医师对
R*'(

图像进行分析!包括发病

初期&进展期的病灶分布&病灶数量&病灶形态&其他受

累情况及针对病原学诊断后患者肺部病灶变化情况"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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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及进展期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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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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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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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例患者既往有支气管扩张史!

.

例

患者无特殊既往史!

.

例患者有禽类接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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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发病初期均以发热为主!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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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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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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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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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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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中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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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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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伴有心

肌酶谱升高及肝功能异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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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均在
&

天内病情加重$患者出现多肺叶累及!呼吸大于
&%

次(

分钟!氧饱和度降低!血肌酐上升等症状%!符合临床重

症肺炎诊断标准!均转入重症监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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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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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病例
!

#患者!男!

/$

岁!发病初次
R*'(

表现为

左肺上叶实变!可见充气支气管征!左肺下叶片状磨玻

璃影!右肺散在斑片状磨玻璃影$图
#

%'病程进展迅

速!临床诊断重症转入
+'V

后经肺泡灌洗病原学诊断

调整治疗方案!患者好转"

病例
#

#患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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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发病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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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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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的首发症状及临床实验室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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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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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范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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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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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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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L

(肝功能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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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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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的基本情况#接触史#诊断前后用药及病原学检测结果

病例 年龄 基础病 接触史 诊断前*后用药情况 病原宏基因组学检测%序列数&

! /$

岁 无特殊 饲养鹦鹉
左氧氟沙星"亚胺培南"万古霉素*多西环
素"左氧氟沙星

鹦鹉热衣原体%

!&!

&"韦荣球菌属%

&$.

&

# /A

岁 无特殊 禽类接触 左氧氟沙星"亚胺培南"阿比多尔*米诺环素 鹦鹉热衣原体%

!#

&

& /.

岁 无特殊 禽类接触 左氧氟沙星"亚胺培南*米诺环素 鹦鹉热衣原体%

!&.

&

. ".

岁 支气管扩张 禽类接触 左氧氟沙星"亚胺培南*米诺环素 鹦鹉热衣原体%

&,A

"

!A"

&"马拉色菌属%

$

&

/ /,

岁 无特殊 接触不明 左氧氟沙星"亚胺培南*米诺环素"左氧氟沙星 鹦鹉热衣原体%

.

&"艰难杆菌属%

#$A

&

图
#

!

患者"男"

/$

岁!

R*'(

示左肺上叶实变"可见充气支气管征"左肺下叶片状磨玻璃影"右肺散在斑片

状磨玻璃影!图
&

!

患者"女"

/.

岁!

3

&发病初次
R*'(

表现为左肺下叶背段片状实变及磨玻璃影(

X

&进展

期病灶范围明显扩大转为重症肺炎"双侧胸腔积液"伴纵隔淋巴结增大!

!

图
.

!

患者"男"

/A

岁!

3

&发病初

次
R*'(

表现为左肺下叶大片磨玻璃及絮状稍高密度影(

X

&进展期
R*'(

示病灶范围扩大"病程进展迅速

转为重症(

:

&调整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后患者好转"

R*'(

示病灶明显吸收!

左肺下叶背段片状实变及磨玻璃影$图
&3

%!进展期双

肺病灶范围明显扩大!双侧胸腔积液!伴纵隔淋巴结增

大$图
&X

%"临床行气管插管!经肺泡灌洗病原学诊断

后调整治疗方案!患者好转"

病例
&

#患者!男!

/A

岁!发病初次
R*'(

表现为

左肺下叶大片磨玻璃及絮状稍高密度影$图
.3

%'病程

进展迅速双肺病灶范围明显扩大$图
.X

%!经肺泡灌洗

病原学诊断后调整治疗方案!患者好转$图
.:

%"

病例
.

#患者!男!

/,

岁!发病初次
R*'(

表现为

左肺上叶实变及斑片状磨玻璃影$图
/3

%!病灶以上叶

内带为主'进展期实变范围明显扩大!可见充气支气管

征!双侧胸腔出现积液$图
/X

%!经肺泡灌洗病原学诊

断后针对病原体治疗后病灶范围明显缩小$图
/:

%!双

侧胸腔积液减少"

!A"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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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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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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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右肺支气管扩张伴大片实变影"左肺下叶见片状磨玻璃影(

X

&进展期
R*'(

示双侧胸腔出现积液"纵隔

淋巴结增大!

图
/

!

患者"男"

/,

岁!

3

&发病初次

R*'(

表现为左肺上叶实变及斑

片状磨玻璃影(

X

&进展期实变范围

明显扩大"可见充气支气管征"双侧

胸腔出现积液(

:

&针对病原体治疗

后
R*'(

示病灶范围明显缩小"双

侧胸腔积液减少!

!

图
"

!

患者"

男"

".

岁!

3

&发病初次
R*'(

表

!!

病例
/

#患者!男!

".

岁!发病初次
R*'(

表现为

右肺支气管扩张伴大片实变影!以中上叶为主!左肺下

叶见片状磨玻璃影$图
"3

%'病程进展迅速!双侧胸腔

出现积液!纵隔淋巴结增大$图
"X

%!临床行气管插管

及体外膜肺氧合$

<G;93:79

Y

79<352<2X93E<7G

=F

<E31

;47E

!

0')P

%辅助治疗!经肺泡灌洗病原学诊断后针

对性调整治疗后病灶明显吸收"

讨
!

论

鹦鹉热衣原体是革兰氏阴性需氧的严格细胞内寄

生的病原微生物!主要寄生于鸟类及家禽类!鹦鹉是常

见宿主!因而得名"人群易感性文献报道不一)

#1&

*

!鹦

鹉热衣原体肺炎首发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寒战&肌肉

疼痛&乏力&咳嗽等)

.1/

*

!但是呼吸道症状如咳嗽&咳痰&

流涕等表现不明显$本组病例中仅
!

例有支气管扩张

病史的患者早期出现咳嗽%'病情进展快!本组病例均

在
&

天内发展成重症!出现肺部病灶范围明显扩大!呼

吸窘迫!血氧饱和度下降!危及生命)

"

*

!本组病例中
#

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3:C;<9<Z

Y

493;79

=

64Z1

;9<ZZZ

=

E6972<

!

O*IH

%!进行了气管插管处理!

!

例呼

吸机无效!辅助
0')P

治疗"发病初期患者实验室检

查表现为白细胞$

-W'

%正常或升高!中性粒细胞

$

?0V(

%百分比升高!淋巴细胞$

Le)

%百分比降低!

'

反应蛋白$

'*8

%与
II

二聚体进行性升高!心肌酶

谱升高!肝功能减低!合并细菌感染白细胞$

-W'

%会

明显升高"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病原学诊断困难!常规方法包

括分离和培养!血清学试验及
8'*

检测!但诊断符合

率低!而病原学的培养往往阳性率不高)

$

*

"本组确诊

的
/

例患者均采用纤支镜肺泡灌洗液行病原宏基因组

学检测"病原宏基因组学检测是一种新的不依赖培养

的广泛分析临床样本中的微生物组的高通量测序方

法!其高通量测序平台数据库涵盖多种致病微生物的

种属性!适用于不明原因的发热&疑难危重及免疫缺陷

感染患者"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早期胸部
R*'(

表现为肺部

片状实变伴周围磨玻璃影$渗出性病变%!单侧肺叶为

主$本组病例中
.

例早期以左肺为主!

!

例早期以右肺

为主%!病灶内可见充气支气管征'进展期病灶进展迅

速!病灶累及多个肺叶!肺部病灶范围明显扩大!甚至

出现白肺表现!同时可见纵隔淋巴结增大及胸腔积液"

文献报道肺内病灶影像表现的病理基础主要为血管周

围炎症并向周围肺泡及小叶扩散!引起细支气管上皮

坏死!肺泡中炎性细胞及水肿液渗出!可伴有少量出

血)

#

!

,

*

"病原体诊断明确并针对性治疗后$环素类及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有效%!病灶吸收明显!据文献

报道随访复查胸部病灶可完全吸收!无肺部间质纤维

化表现"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肺部影像表现需与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流感病毒肺炎&过敏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及

细菌性肺炎等进行鉴别诊断)

A1!%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早期临床也表现为发热!白细胞升高不明显!但上呼吸

道症状明显!胸部
R*'(

可见病灶形态多样性$包括

结节状&铺路石状&磨玻璃状&中央结节周围磨玻璃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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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条索状等!以磨玻璃影表现明显%!早期实变影少

见!进展期可实变甚至发展成白肺)

!!1!.

*

"流感病毒肺

炎胸部
'(

主要表现为与肺叶分布形态一致的实变

影!空气支气管征!以及沿支气管束分布大小不等的边

缘模糊的结节及斑片影"过敏性肺炎胸部
'(

可见沿

支气管血管束分布的边缘模糊的小斑片影及磨玻璃

影!病灶一般分布于肺中带!周边少见!无一定规律性"

支原体肺炎胸部
'(

主要表现为肺部磨玻璃影!特征

性表现为小斑片状气腔实变影!可伴有胸腔积液及纵

隔淋巴结增大"细菌性肺炎出现咳嗽咳痰等上呼吸道

症状明显!早期白细胞明显升高!胸部
'(

主要表现为

斑片状及片状实变影"

综上所述!鹦鹉热衣原体肺炎胸部
R*'(

表现的

特异性不高!如不能及时发现病原体!肺部病灶进展迅

速!短期可发展成白肺!影响肺功能危及生命"影像诊

断医师对高热&上呼吸道症状不明显&白细胞正常伴有

肺部大片实变的患者应考虑到本病可能!临床应积极

询问流行病学史!尽早行病原宏基因学检测明确病原

体!针对性调整治疗方案!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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