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力!加强临床与实验室合作!开展全面的耐药性监测以促进

抗菌剂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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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跗线螨侵染男性肾脏引起血尿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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螨虫侵入人体后极易引起脏器受损!多数侵入人体内螨虫

随痰"粪便排出体外!少数未能排出体外者可导致人体患病#

螨虫易侵染的部位常见于皮肤"肺"肠道!泌尿系统偶见#螨虫

若侵入肾脏常导致患者出现血尿!易误诊为泌尿系感染.

(

/

#螨

虫侵入肾脏的途径目前尚不十分清楚!通常认为是因自由生活

螨侵染尿路而引起.

)

/

#笔者临床工作中检出
&

例跗线螨(

?=B2

/M0AP.JP.?A

!

;9

)侵染男性肾脏引起血尿患者#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血尿待查临床患者均为成年男性!无上

呼吸道感染症状!长期腰痛伴血尿
*

个月至
)

年!多次就医!以

肾炎及泌尿系感染进行治疗!易反复#本院肾内科以血尿原因

待查收入院#

$+%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接受肾脏彩超及肾计算机断层扫描

(

>MP

Q

K?AB.XAJ?MPM

L

B=

Q

N

O

!

$;

)检查!采用北京国联
]82#

流

式尿液工作站进行尿沉渣检测的同时进行尿沉渣显微镜检查#

对尿沉渣检测检出
;9

者进行痰中螨虫检查#

%

!

结
!!

果

所有受检者肾脏大小及结构未见异常!边界规整!双侧输

尿管未见扩张#尿沉渣检查中!红细胞
)""

!

)*"

+

#

D

!白细胞

("

!

)"

+

#

D

-红细胞平均体积为
'"

!

(""U@

!大小均一!异形性

小于
3"W

!提示为非肾小球源性血尿#

&

例患者尿沉渣镜检检

出螨虫
'

个!每例尿沉渣标本检出
(

!

&

个!经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温廷桓教授鉴定为
;9

!其中
)

例患者仅检出成螨!

(

例检

出成螨及幼螨(见图
(

)#

&

例患者各接受
&

次痰中
;9

检查!

均未检出#

!!

4

*雄螨-

<

*雄螨-

$

*雌螨-

8

*雌螨-

C

*幼螨

图
(

!!

尿沉渣镜检检出
;9

成像$

3""_

&

&

!

讨
!!

论

人体螨虫感染多见于通过上呼吸道侵染肺部造成肺螨症#

螨虫侵染泌尿系统引起临床血尿极为少见!偶见粉螨侵入泌尿

系统的报道.

&

/

#笔者所检出的
&

例感染者!经鉴定均为
;9

感

染#有报道认为尿螨症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为夜间遗尿和尿频"

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

3

/

#本文
&

例患者表现为腰痛!持

续血尿!尿路刺激症状不明显!可能与感染程度不同!临床表现

有所差异有关#其中
(

例患者血尿近
)

年!住院后连续
)

次晨

尿检查检出成螨及幼螨!其患病时间较长!并伴有
)

型糖尿病!

腰痛症状明显!且夜间加剧#

本次研究中有
(

例尿螨症患者
(

次尿标本检测即检出雌

性成螨"雄性成螨及幼螨!提示螨虫在该例患者泌尿系统中有

繁殖现象#有学者认为螨虫可经呼吸道侵入人体后通过血液

循环进入肾脏!造成肾脏受损!形成血尿#为判断该例患者是

否为经由呼吸道感染螨虫!笔者对其进行了
)

次痰检查!均未

检出螨虫#对于该例患者受感染途径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9

体积较小!取食方式为刺吸式!可损伤肾脏组织而产生血

尿!这可能是引起患者血尿的原因#本研究对于本地血尿患者

的鉴别诊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例患者经
$;

及彩超检

查!未见肾脏结构异常改变!可能因局部创面较小!影像学检查

难以发现#临床诊断尿螨症的最可靠依据为尿中检出螨虫.

*

/

#

目前尿常规检测均为自动化分析!其有形成分检查采用不离心

法!有可能降低尿中螨虫的检出率#本文
&

例尿螨虫是在尿红

细胞形态检查过程中所发现!提示对于原因不明的血尿患者!

尤其是治疗后病情缓解!但易复发者!应注意尿螨虫的检查#

上述
&

例患者经口服甲硝唑(

'""P

L

!

?.J

)!

1J

后复查尿常规!

未检出螨虫-患者出院后继续口服甲硝唑(

!""P

L

!

?.J

)

1J

!随

诊
&

个月!均未检出尿螨虫!尿常规检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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