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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肠穿孔误诊为急性阑尾炎 9 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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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区地处海岛，海产品丰富，饮食嗜生、鲜，故每年均有
伤寒小范围流行。由于伤寒不典型病例增多，早期易误诊。本
文报告 1995年 10月 ~2002年 10月， 以急性阑尾炎手术而
发现伤寒肠穿孔 9例，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 般 资 料 本组病例中，男 1 例，女 0 例；年龄 18~55
岁，平均 04岁；发病至就诊时间 0h内 4例，0~1h00例，超过
1h 2例；就诊至手术时间：急诊手术 5例，0~1 h 0例，1h后手
术 1例。
1.2    临床表现 全部病例均有持续性右下腹疼痛，查体右下
腹压痛。 资料中，血常规白细胞、嗜中性细胞均增高，均未行
嗜酸粒细胞计数；行 B超 4例，报告腹内游离性液体 2例；未
行肝脾探查，腹部平片 0例，仅 1例报告隔下游离气体；腹穿
0例，抽出液为稀薄、淡黄色液体；本组资料未描述近半月有
发热史。
1.0    诊治过程 9例手术可见腹内有淡黄、稀薄脓液，无臭
味，阑尾未见明显化脓、坏疽、穿孔，部分病例肠管有脓苔覆
盖，常规检查肠管见距回盲部 50~90cm回肠穿孔灶，单发穿
孔 1例，多发穿孔 0例，为圆形、椭圆形穿孔，大小从 0.0~2cm
不等。穿孔修补 7例，行部分肠切除 2例。手术后 4例由术后
肥达氏反应及血培养明确诊断， 余 5例取穿孔边缘组织，病
理报告证实伤寒肠穿孔。
1.4    预后 无死亡病例，平均住院 15d，并发心肌炎 /例，肝
功能损害 2例。

2    讨论

近年由于伤寒临床表现变异较大， 伤寒热型不典型，部
分病人待肠穿孔出现腹痛症状时方就诊，而伤寒肠病变往往
在近回盲部的集合淋巴滤泡，引起溃疡、出血、穿孔。 穿孔时
腹内炎症渗出时，表现为右下腹疼痛、压痛，血象白细胞数、
中性粒细胞数数上，易与阑尾炎致局限性腹膜炎混淆，而临
床医师病史采集不详细，只注意腹部症状，对临床资料缺乏
全面分析，忽视伤寒存在，轻易诊断为阑尾炎。

为提高伤寒肠穿孔手术前确诊率，要注意伤寒流行病史
的采集，在夏秋季有伤寒散发流行时，对有腹膜炎表现拟手
术病人，要仔细询问病史，全面规范体格检查。 如半月内有过
畏寒、发热、腹泻表现，或自诉有“感冒”史，要疑诊伤寒，有
行肥达氏反应、嗜酸粒细胞计数必要，需 B超检查肝脾是否
肿大，对腹膜炎病人宜常规腹穿。 如渗出液稀薄、淡黄色、无
臭味，提示有伤寒肠穿孔。 手术中，欲顺利找到穿孔部位，要
以距回盲部 51cm回肠未端为重点，在对系膜缘寻找。一般穿
孔为单发性，可行单纯穿孔修补；如穿孔较大，周边水肿，充
血明显，或为多发性穿孔，修补后不易愈合，需行部分肠切
除。 回肠部分切除可去除肠内伤寒杆菌及其释放的大量毒
素，术后可明显减轻中毒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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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连续硬脊膜外阻滞时，穿刺后证明已入硬脊膜外间隙无
误，在置入导管时可能发生以下情况：（/）导管进入硬膜外
腔后，又经椎间孔到达椎旁间隙；（2）导管在硬脊膜间隙内
呈锐角屈曲或导管端循反向进行。 这都是使麻醉失败的主要
原因。 椎旁间隙阻滞是因为导管端于硬脊膜外间隙顶触于间
隙内组织（神经根、血管等），这时如于穿刺针外继续将导管
送入，难免迫使导管端改变其进行方向，使导管嵌入某一椎

间孔，而到椎旁间隙，导致麻醉作用不够完善。 遇有注药已接
近最大有效剂量，但麻醉作用的表现仍较迟缓时，只要重新
穿刺置管，麻醉作用常可迅速出现，而且效果满意。
/0000临床资料

患者女，/8岁，2000年 7月 /日预定在连续硬膜外腔神
经阻滞麻醉下行肿瘤切除术。 病人术前一般状况良好，血压
/1//10kPa，脉搏 80次 /min，ASA分级二级，术前以鲁米那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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