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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动脉肺静脉瘘误诊为支气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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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者#女#

%&

岁)因+反复咳嗽咯血
$'

余年#加重
$

周,入

院)患者
$'

年前无明显诱因咳嗽伴咯血#遂到当地医院就诊#

当时诊断+支气管扩张,#经治疗后好转出院)近
$'

年来反复

出现咳嗽*咯痰#痰中带血丝#胸闷*气促#偶有胸闷胸痛#与运

动无关#持续
5'(49

左右可以缓解)

$'2

前诉受凉后出现咳

嗽#咽痒#咽痛#流涕#咯白色痰#痰多易咯出#偶有气喘*气促*

胸闷#无咯血#无头晕*头痛#无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门诊胸

透示!支气管扩张并感染)为进一步诊治以+支气管扩张并感

染,收入本科)入院症见!患者咳嗽#气促#痰多*色白*质黏#易

咳出#偶有心悸*胸痛#咽痒#时有发热恶寒#无咯血#无头晕头

痛#无恶心呕吐#胃纳可#睡眠一般#大便稍硬#小便正常)体格

检查!神清#胸廓对称无畸形#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

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界无增大#心率
;.

次"分#律齐#各瓣

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双下肢不肿)入院后查血常规*

凝血四项*

R:

二聚体无明显异常)心脏彩超示!左房增大#主动

脉瓣关闭不全$轻微%#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三尖瓣关闭不

全$轻度%#左室收缩功能正常#舒张功能减低)动态心电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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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性心律&$

0

%房性早搏$

$

次"
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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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性早搏$

0

次"
05A.$(

#同源%&$

.

%监测导联未见
,":"

缺血性改变)胸

部
-"

示!左肺上叶舌段支气管动脉肺静脉瘘#支气管动脉来

自腹腔动脉)诊断为!左上舌段支管动脉肺静脉瘘)遂停用抗

菌药物#予对症治疗后#患者症状缓解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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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动脉畸形是一种较肺动静脉瘘更为罕见的肺内血

管性疾病#为先天性发育所致'

$

(

#包括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和

支气管动脉肺静脉瘘)支气管动脉起源于胸主动脉#正常肺动

脉的平均压为
&((Z

?

#肺静脉的平均压为
0(( Z

?

)而体

循环的平均动脉压为
$''(( Z

?

)因此#在先天和后天性因

素作用下#支气管动脉与肺动脉和$或%肺静脉间形成直接通路

均有可能)支气管动脉肺静脉瘘的瘘口位于肺静脉分支#早期

分流的血液对肺毛细血管床影响不大#血流经肺静脉回流至左

心房到左心室#分流的血液使肺毛细血管床后阻力加大#可加

重左心负荷'

0

(

)由于支气管动脉不经过肺毛细血管床直接进

入肺静脉#使肺毛细血管床后阻力加大#加重左心负荷)故此#

患者心脏彩超可见左房增大#而与支气管扩张患者后期引起肺

动脉高压*右室肥厚有所不同)由于患者支气管本身并无炎

症#故双肺听诊未闻及湿罗音#与支气管扩张并感染患者往往

可在固定部位闻及湿罗音不同)

支气管动脉肺静脉瘘临床上患者多以不明原因的难以控

制的大咯血就诊'

0

(

)其临床表现与动静脉瘘的数量*大小*有

无并发症有关)还可以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气促等心功能

不全的表现)而本例患者因为咳血量不大#因此一直未予以重

视#一直按支气管扩张并感染治疗)因此#咯血除常见于支气

管扩张*肺结核*肺癌*肺炎等病外#支气管动脉肺静脉瘘亦可

出现#因此#对反复咯血的患者#应进一步行肺部
-"

检查#以

明确诊断#以免误诊#避免长期服用不必要的药物)对于确诊

病例#如病情严重可行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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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者#女#

%%

岁#双前臂起疹
$5

年)

$5

年前无明显诱因右

前臂起疣状新生物#很快左前臂也起类似皮疹#渐扩展至整个

双前臂#逐渐躯干和下肢也有类似皮疹散在分布#无痛痒等不

适)发病以来一直未诊治#后在家属劝说下来本科诊治)病程

中#精神*睡眠*饮食正常#大小便均正常#体质量无变化)平素

体健#否认其他系统疾病#否认家族成员有类似病史#无食物*

药物过敏史)

体格检查!系统检查无异常)皮肤科检查!双前臂广泛分

布褐色菜花状丘疹#部分融合成斑块#无破溃#无触痛)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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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窝*双下肢散在分布类似皮疹$彩插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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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及辅助

检查!血*尿*粪常规正常#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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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分型检测!常见
05

种亚型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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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理检查!角化过度#棘层肥厚#乳头瘤样

增生#棘层上部见较多空泡化细胞#真皮浅层少许淋巴样细胞

浸润$彩插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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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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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前臂巨大寻常疣&$

0

%乙型肝炎)治疗!物理治

疗此类泛发及较厚寻常疣疗程长*效果差#患者住偏远农村#不

能接受此类治疗)且患者有乙肝及肝功能异常#不宜采用阿维

#

类药物治疗)考虑到干扰素对乳头瘤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

均有一定作用#因此#本科建议至消化科采用干扰素治疗)

.

个月后电话回访#患者拒绝干扰素治疗#目前#皮疹无变化#肝

功能未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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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疣是由
ZOc

感染引起的一种皮肤科常见疾病#一般

认为疣的病程与机体免疫有重要的关系)患有肾移植*恶性淋

巴瘤*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等有免疫缺陷的患者发病率增

高'

$

(

#且细胞免疫对疣的防御机制起主要作用)

ZOc

可通过

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染#外伤或皮肤破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

文献总结认为!不同类型的
ZOc

与疣的临床表现有一定关

系#寻常疣患者的病毒类型多见于
Z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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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院
ZOc

检测主要是针对检测尖锐湿疣和

宫颈癌常见基因型#因此本例所做检测结果均阴性)作者推测

本例患者可能为
Z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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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型或多

型致病)

患者
"

细胞亚群检测显示免疫功能低下#尤其是细胞免

疫功能低下#这是造成疣体泛发和双前臂巨大疣体的根本原

因)患者同时患乙型肝炎#肝功能异常#

ZQc:R*#

定量检测

显示病毒仍处在复制状态)曾有多篇病例报道应用阿维
#

治

疗巨大寻常疣取得较好效果'

0:5

(

#本例患者因肝功能异常不能

使用阿维
#

#是遗憾之处)本例患者双前臂有巨大疣体以及疣

体泛发#较少见#且并发乙型肝炎#特此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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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情况多于主动)而以上这些区别最终确立了本科护士在

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优势)造成如此差别的原因#归根结底就

是因为健康教育者知识结构*社会适应性*对问题的判断和理

解#个人思维能力方面的差异)

通过试验#并非强调本科护士好#专科护士差)作者只是

客观的分析两种不同层面和深度的护理*人文教育在临床工作

中产生的不同的影响)提高护士队伍的综合素质#提高健康教

育的效果至关重要)

0$

世纪是多元化的世纪#其趋向就是多

元文化护理#而高超的护理技术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需要高

素质的护理人才'

$'

(

#如何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是高等教

育面临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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