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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先兆流产孕妇感染迈氏唇鞭毛虫１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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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兆流产是指妊娠２８周前，出现下腹痛、宫颈

口扩张、阴道出血症状，是妊娠过程中最常见的症状

之一，不仅对孕妇的身心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对胎儿

健康也有很大影响［１］。引起先兆流产的原因很多，

主要有遗传因素造成的胚胎异常、脐带供氧不足、羊

水疾病、胎盘病毒感染以及某些妇科炎症、孕妇营养

不良等［２］，但未见寄生虫感染引起流产的报道，现将

我院一例先兆流产孕妇感染迈氏唇鞭毛虫（Ｃｈｉｌｏ

ｍａｓｔｉｘｍｅｓｎｉｌｉ）病例报告如下。

１　病历资料

１．１　病史　患者女性，２０岁，因“孕２４
＋周，腰腹部

间断疼痛２ｄ”就诊 。入院前两天患者因饮食辛辣

导致恶心、呕吐，呕吐后自觉腰腹部逐渐疼痛加重，

内诊提示宫口未开，子宫增大如孕６＋月，胎动正常，

胎心１５０次／分，胎方位不清，有不规律宫缩，（５～

１０）ｓ／（１５～２０）ｍｉｎ。产科Ｂ超未提示异常，泌尿系

统超声提示右肾积水伴输尿管上段扩张，该患者既

往体健，孕３次，自然流产２次，为求进一步诊治，遂

以“（１）先兆流产；（２）妊娠合并右肾积水；（３）孕２４＋

周Ｇ３Ｐ０”收住入院。孕妇入院前两周曾有间断腹

泻，最多时每日３次，入院以来，神志清楚，精神佳，

饮食睡眠良好。

１．２　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　体格检查：发育正常，

营养良好，皮肤黏膜无异常。全身淋巴结未及肿大。

腹平坦，未见腹壁静脉曲张，未见胃型、肠型蠕动波，

腹式呼吸存在。腹肌柔软，无压痛、反跳痛，液波震

颤阴性。肝、脾肋下未触及，胆囊未触及、Ｍｕｒｐｈｙ

征阴性。肠鸣音正常，３次／ｍｉｎ。血液分析示：白细

胞１７．６１×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１６．１×１０９／Ｌ；血红蛋

白１４０ｇ／Ｌ，血小板１３５×１０
９／Ｌ，Ｃ反应蛋白（ＣＲＰ）

１０３．３８ｍｇ／Ｌ，肝肾功能未见明显异常。大便常规：

黄色，稀便，白细胞３～５／ＨＰ，红细胞阴性，虫卵阴

性，隐血（ＯＢ）阳性，检出迈氏唇鞭毛虫。

迈氏唇鞭毛虫检出及识别过程：盐水涂片镜检，

高倍镜（１０×４０倍）可见数量较多不规则旋转运动

的虫体，其运动速度快慢不等，翻转扭曲似风吹落

叶，旋转时能见到虫体上螺旋状的凹槽，见图１。瑞

吉氏染色后油镜（１０×１００倍）观察，可见滋养体及

包囊，见图２～４，滋养体前端钝圆、后端尖锐，长约

１０～２０μｍ，宽约４～６μｍ似梨形，有一核位于顶

端，可见鞭毛，最多可见３根，虫体内吞噬有细菌，可

见空泡。包囊较滋养体小，长约６～１０μｍ，宽约

４～６μｍ，似圆形、柠檬形，核偏位，胞浆蓝染，中部

有一口形物。经鉴定为迈氏唇鞭毛虫。根据致病原

虫，予以甲硝唑治疗，０．４ｇ，３次／天，服药３ｄ后粪

常规检查未见迈氏唇鞭毛虫滋养体及包囊，腹泻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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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鞭毛虫盐水涂片镜检结果（未染色，×４００）

图２　鞭毛虫滋养体瑞吉染色油镜观察结果（×１０００）

图３　鞭毛虫包囊瑞吉染色油镜观察结果（×１０００）

２　讨论

寄生于人体肠道内的鞭毛虫种类很多，有蓝氏

贾第鞭毛虫、迈氏唇鞭毛虫、人肠滴虫、肠内滴虫、中

华内滴虫等。迈氏唇鞭毛虫属少见鞭毛虫，隶属肉

足鞭毛门，动鞭毛纲，旋滴虫目及唇鞭毛虫属。其生

活史包括两个时期，即滋养体和包囊，相互之间可

进行转化，寄生于回盲部，被认为是机会致病性寄生

虫［３５］。研究［６７］表明迈氏唇鞭毛虫和人肠滴虫均有

极高的传染性与致病性，由于目前实验室对该鞭毛

图４　滋养体及包囊瑞吉染色油镜观察结果（×１０００）

虫缺乏充分的检验经验，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粪检查为本病确诊的可靠方法［６，８１０］，但需要与

其他鞭毛虫相鉴别诊断，如蓝氏贾第鞭毛虫、人肠滴

虫、肠内滴虫、中华内滴虫等［３，１１１４］。迈氏唇鞭毛虫

感染后可呈带虫状态，但一旦出现腹泻，则常同时出

现与腹泻并存的一些消化道症状，如厌食、恶心、腹

痛、腹胀等［４，６７，１５］。

本病例患者为妊娠期妇女，入院症状为恶心、呕

吐，呕吐后自觉腰腹部逐渐疼痛加重，内诊提示宫口

未开，子宫大小与妊娠月份相符，因此临床诊断先兆

流产，患者住院期间自然流产。该孕妇既往流产两

次，此前未行寄生虫检查，此次流产是否与寄生虫感

染或其他因素有关尚不明确。由于本患者为外地患

者，出院后未能进一步进行跟踪检查，但孕妇感染此

寄生虫并有腹泻症状，反映患者机体免疫力下降。

因此，最终流产不排除由于感染迈氏唇鞭毛虫而引

起长期腹泻，导致患者机体免疫力下降、营养不良而

引起先兆流产［１６］。国内外文献未见有关迈氏唇鞭

毛虫引起妊娠期妇女先兆流产的报道，因此，还需进

行其他相关实验对迈氏唇鞭毛虫是否会引起孕妇流

产加以证实。

对于迈氏唇鞭毛虫感染应以预防为主，防治相

结合，加强卫生宣教以及水源管理，减少传染源，切

断传播途径［３，１７］。同时因迈氏唇边毛虫为少见鞭毛

虫，临床检验过程中较少见，需加强检验科人员对迈

氏唇鞭毛虫的观察与识别，提高临床对该病的认识，

对于此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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