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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镜检获鞭虫雌虫 １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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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首鞭形线虫（Ｔｒｉｃｈｕｒｉｓ 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简称鞭虫。
人是鞭虫的唯一传染源。 鞭虫病常无特异性临床表现，较易

漏诊。 多数患者表现为慢性腹痛，营养不良［１］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一患者肠镜检查时发现一白色线状物送至我科检测，经检验

为鞭虫雌虫，报道如下。

１　 病历摘要

　 　 患者，女，５８ 岁，行胆囊切除术后 １ 年，腹泻伴下腹隐痛

１ 周入院。 该患者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就诊时自诉常腹泻

和便秘交替，大便黄色水样，便前下腹隐痛，便后缓。 当日检

查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 ０．０９×１０９ ／ Ｌ），Ｃ 反应蛋白（ＣＲＰ）水
平正常，幽门螺旋杆菌（ＨＰ） １３Ｃ－尿素呼气试验阴性。 临床

初步诊断为肠炎。 后在肠镜检查过程中发现结肠息肉并夹

除，结肠多发憩室，痔疮，且在阑尾开口旁有一白色线状物

（见图 １），似在蠕动，怀疑肠道寄生虫感染，予活检钳夹出送

至门诊检验科。

２　 实验室检查及诊断

　 　 肉眼观察寄生虫（见图 １Ａ），可见尾端向腹面呈环状弯

曲。 虫体呈淡灰色，前段略细长，后段粗大，部分虫体取材时

被夹断，剩余长度目测约为 １０ ｍｍ（见图 １Ｂ）。 将虫体用盖

玻片碾碎，镜下见可见虫体内大量纺锤形虫卵（见图 １Ｃ），用
相差显微镜观察释放到体外的虫卵为黄褐色，卵壳较厚，两
端各具一透明塞状突起（见图 １Ｄ），符合鞭虫特征。 依据镜

检到的鞭虫卵诊断为肠道鞭虫感染。

　 　 注：Ａ，肠镜见不明寄生虫；Ｂ，肉眼下寄生虫；Ｃ，成虫体内大量虫

卵（×４００）；Ｄ，鞭虫虫卵（相差显微镜（×４００）。
图 １　 肠镜检查时发现的白色线状物的检验结果

３　 讨论

　 　 鞭虫成虫外形似马鞭，前段细长，约占总长 ３ ／ ５，后段粗

大。 活体鞭虫呈淡灰色，雌虫长 ３５～５０ ｍｍ，尾端钝圆。 雄虫

长 ３０～４５ ｍｍ，尾端向腹面呈环状弯曲。 虫卵呈纺锤形，黄褐

色，卵壳较厚，两端各具一透明塞状突起。 成虫主要寄生于

人体盲肠内，虫数多时，也可见于阑尾、回肠下段、结肠和直

肠等处。 雌虫每日产卵 １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个，虫卵随粪便排出体

外，在适宜条件下，约经 ３ ～ ５ 周即可发育为感染期卵。 人感

染常因误食了含有感染期鞭虫卵的食物和水而引起。 鞭虫

致病主要是成虫以细长的前段钻入宿主的肠黏膜，甚至黏膜

下层，吸食组织液和血液为生。 诊断鞭虫感染以检获虫卵为

依据，可采用粪便直接涂片法、沉淀集卵法、饱和盐水浮聚法

及定量透明法［２］ 。
通过本例鞭虫的识别，得到一些启示：嗜酸性粒细胞正

常并不能排除寄生虫感染。 在寄生虫感染患者中，出现外周

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的比例随感染寄生虫种类或主要受累

脏器部位不同而有所不同［３］ 。 在结肠镜检查阳性的个体中，
粪便虫卵平均检出率为 ２．６９％ ［４］ ，必要时可以将大便虫卵检

查和肠镜检查结合起来提高鞭虫病的检出率。 但在该案例

中，患者未做粪便常规及虫卵显微镜检查。 临床上获取成虫

时可能会破坏其形态的完整性，增加了检验人员辨识寄生虫

的难度，此时鞭虫虫体前段细如鞭状而后段较粗，尾端直而

钝圆且向腹面卷曲的结构特征可辅助确诊。 可将虫体碾碎，
若存在虫卵，则在镜下直接观察进行诊断。 相比观察成虫，
典型的虫卵形态可以使寄生虫辨识更加快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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