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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7月，提防这种不起眼小虫子
一个月接诊20多例蜱虫咬伤，近期还有这些“虫虫危机”

高烧不退、全身酸痛、
淋巴结肿大……南京六合
的高先生根本没想到，仅

仅因为在菜地里干个活，自己就连续
高烧一个多星期，差点危及到生命，起
因可能来自蜱虫的叮咬。好在经过江
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感染病科医护人员的全力救
治，高先生的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通讯员 曹勇 邵宇云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彦

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近日连续
收治诊断了2例少见的因接触鸟类而
引起的鹦鹉热患者。此类疾病最近呈逐
渐增多，且诊断治疗具有一定难度，需
引起养鸟人的关注。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
人。”正值绿树葱茏的初夏季节，可住在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街道的王女士却
并不开心。这两天虽然没有开空调，身
体偶尔感到一阵阵畏寒，头也有点昏昏
沉沉的，家里女儿养的几只活泼可爱的
鹦鹉也没有让王女士开心起来。王女士
在家中自测体温38℃，赶快来到南京
市第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新冠核酸初
筛阴性后转至急诊科就诊，急诊科刘晓
东副主任医师接诊了王女士，并为其安
排了血常规和胸部CT的检验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提示，可能为非典型病原
体所致的肺部感染。进一步仔细询问后

得知，王女士家里有饲养十只鹦鹉后，
刘主任立刻警觉起来，“与鸟共舞”的个
人史指向了一种少见的病原体——“鹦
鹉热”衣原体。既往急诊科就有因为给
邻居鸽笼清粪而被确诊病例的诊治经
验，所以立即安排王女士收住急诊病房
进一步诊疗。

无巧不成书，住院第二天，同一个病
房里又来了一位和王女士症状非常相似
而且居住王女士家附近的王奶奶。王奶
奶年纪大了，特别喜欢在夏日傍晚和老
姐妹们在树荫下聊天。邻居家里养了不
少鸽子，最近又养了一些机灵乖巧的“八
哥”。王奶奶就多看了会。可回到家后就
开始有点头晕，慢慢出现畏寒发热。家属
紧急陪着王奶奶到南京市第一医院就
诊。因缘巧合，和王女士成了邻床病友。

急诊科徐英主任了解到这两例极
为相似，而且都有鸟类接触史的病情汇

报后，极为重视，考虑两例患者“鹦鹉
热”可能性极大，如治疗不及时，极有可
能发展为重症肺炎。立刻与该院呼吸内
科支气管镜室取得联系，并亲自和家属
沟通建议留取纤支镜检查肺泡灌洗液
行NGS(二代基因测序技术），争取尽早
明确病原体，实施精准抗感染治疗，家
属也积极配合治疗。纤支镜检查第二
天，两例患者NGS结果均“曝光”了致病
病原体：鹦鹉热衣原体！随后的精准治疗
也让两位患者体温恢复了正常，头晕、乏
力、肌肉酸痛的症状明显缓解。在病房里
还可以经常听到王奶奶向王女士传授
家常炒菜的“小秘籍”……

据了解，鹦鹉热是由鹦鹉热衣原体
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目前已发现
26个科，140多种鸟类可感染本病，而
其中最易感的是鹦鹉类。病原体随病鸟
分泌物和粪便排出体外污染周围环境，

并随空气、灰尘、气溶胶感染呼吸道导
致易患人群发病。患者常有发热、头昏
头痛、咳嗽、肌肉酸痛等症状，少数可有
呼吸困难、缺氧、昏迷等重症肺炎表现。

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秦海东主
任提醒大家，亲近大自然，饲养鸟类都
要注意避免接触病鸟，应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宠物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并且
要经常对鸟类居住环境进行无毒化消
杀处理，可以有效避免病毒扩散和传
播。各位养鸟人需注意观察爱鸟的状
态，如鸟儿出现倦怠乏力发热纳差，应
注意自身防护。而即使鹦鹉、鸽子等表
现正常，如果近距离接触鸟类或其排泄
物后，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咳嗽、头痛
等症状，应尽早就医、尽早治疗。大多数
患者经及时有效治疗后，恢复良好。

通讯员 徐超 孙忠河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于丹丹

侍弄菜地后高烧不退

今年60多岁的高先生，家住南京
六合，平日经常在地里劳作。5月的一
天，当高先生和往常一样，忙完农活回
家后，夜里却发起了低烧，全身还出现
酸痛、乏力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高先
生和家人还以为是普通的感冒，以为休
息一下就会慢慢好转。但让他们没想
到，高先生在低烧两三天以后，却突然
高烧到40度持续不退。

了解到高先生的野外劳作史后，结
合其白细胞，血小板下降，当地医院高
度怀疑是蜱虫叮咬后引起的发热伴血
小板减少综合征（也称蜱虫病）。随后当
地疾控部门的血清结果，也证实了医务
人员的判断。

考虑到病情严重和治疗条件等原
因，高先生儿子带着他来到了江苏省人
民医院感染病科就诊。感染病科主任
医师陈念接诊后，立即对高先生进行
系统的对症和支持治疗，保护和减少
重要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经过医护
人员的努力，高先生的病情终于稳定
了下来。

和高先生一样，家住盱眙的沈女
士，也是因为在家中的茶园采茶后，
高热持续不退，继而确诊为蜱虫病。
据陈念主任医师介绍，5月以来江苏
省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已经接诊了20
多例蜱虫叮咬后，出现发热、白细胞
血小板降低，重要脏器受损等症状
的严重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
病例。

5到7月是蜱虫叮咬高发期

每年5～7月初夏是蜱虫叮咬的高
发时段。蜱虫喜欢藏身于野外的草丛灌
木中，通常在草尖及灌木枝叶的顶端等
待宿主，活动范围很小，只等“猎
物”——人畜靠近时才攀爬上去吸食血
液。这种小虫，专挑人们皮肤较薄娇嫩
处“下手”，比如头皮、耳后、腋下、腹股
沟、腘窝、脚趾间等部位。

蜱虫可传播多种疾病。蜱虫可携带
病毒、细菌、立克次体、原虫等多种病原
体。通过吸食血液，损伤宿主皮肤，引起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
蜱传出血热、Q热和莱姆病等自然疫源
性疾病，给人类健康及畜牧业带来很大
危害。其中严重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
征是一种新发的蜱传疾病。一般来说，
轻症可自愈，但如果患者病毒载量高，
多器官功能受损，特别是引发脑膜脑
炎，心肌炎，凝血功能障碍等症状，可能
造成严重不良结局。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可能
通过患者血液、体液和气溶胶等途径传
播。”陈念主任医师表示，蜱虫叮咬是最
主要的传染途径，只要不与感染者排泄
物、分泌物直接接触，做好防护，也不用
过于担心会被传染，大家也不必恐慌。

被蜱虫叮咬，有时就像长了颗“痣”

这个夏天，“露营”、“徒步”彻底火
了。在无法远行的日子里，露营、户外徒
步成为了越来越多人周末或假期的放

松选择。不用长途跋涉就能亲近自然，
人们开始把帐篷搬到了户外的森林中、
公园的草坪上……露营、徒步成为越来
越多人周末或节假日的放松选择。但是
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同时，市民朋友
也不要忘记做好防护。

陈念主任医师在这里也提醒：户外
工作者、徒步旅行爱好者和田野劳作的
农民要尤其做好防护，注意扎紧衣领、
袖口、裤脚等，不赤脚穿凉鞋在草丛灌
木中行走，尽量避免在草地上坐卧。家
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不要到荒草地、灌
木丛里嬉戏。蜱虫病是人畜共患病，狗、
牛身上也会带虫，遭蜱虫叮咬，照顾接
触动物也需注意防范。

由于蜱虫的口器会刺入皮肤，叮咬
后处理不当，容易将口器留在皮肤内，因
此同时，还要密切观察14天内有无发热
及其他症状，如出现相关症状应迅速就
医并告知医生有蜱虫叮咬史。

如果从以上蜱虫活跃的地点归来，
要注意检查皮肤褶皱部位。

宠物检查 如果带宠物去郊游的
话，回来的时候要特别检查宠物身上是
不是被蜱叮咬附着上了，重点检查宠物
耳后、颈部、腋窝后面等处。

人身检查 洗澡时注意自己的头
皮、耳后、颈部、腋窝等这些皮肤褶皱
处。如有蜱叮咬，就像突然长了一个黑
痣，蜱吸血时，口器会刺入皮肤，并且口
器上长有倒刺，容易捏碎虫体并将口器
留在皮肤内。因此切不可捏、拽、用火或
者其他东西刺激它，不建议自行拔除，
应及时到附近医院处理。

近期还要注意
这些“虫虫危机”

蚊子 据世界卫生组织通
报，目前，巴西、菲律宾、新加
坡、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东
南亚国家均报告不同程度的登
革热疫情。登革热是由登革病
毒引起的急性蚊媒传染病，主
要通过埃及伊蚊或白纹伊蚊叮
咬传播。

恙虫 羌虫很小，肉眼几乎
看不到。如果在草地或灌木丛
活动后，发现不明原因高烧，就
要认真检查身上是否有虫子叮
咬后的焦痂，特别是在一些隐
蔽的部位如会阴部、腋窝、腹股
沟等。

隐翅虫 隐翅虫不咬人，
人们患隐翅虫皮炎是因为皮肤
接触到了隐翅虫体内的强酸性
毒液。遇到隐翅虫飞到皮肤上
时，千万不要直接用手把它拍
死，正确的做法是轻轻吹走或
用其他物品驱赶。

红火蚁 尾刺可蜇，一旦被
叮咬会让人感觉非常疼痛，过
敏体质的人甚至可能会因此休
克，若脓疱破掉，则常引起细菌
的二次性感染。最好的办法就
是尽快就医。

“鹦鹉热”进入高发期 同一病房住进了两个“养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