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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早期诊断和治疗儿童脑炎？
▲ 贵港市人民医院   陈毅克

临床工作中，经常会有家长听到脑炎就

会很紧张，其实小孩脑炎是儿科很常见的疾

病，其临床表现的轻重悬殊非常大，早期诊

断对于延缓脑炎进一步恶化至关重要。

什么是脑炎

脑炎是指病原体，譬如细菌、病毒等

攻击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的炎症。根

据病原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病毒性脑炎、细

菌性脑膜炎、结核性脑膜炎等。这些病原

体主要通过血液传播，或临近脑部的器官

传播进入颅内，在颅内进行繁殖，导致脑

组织发炎。病毒性脑炎是指由多种病毒引

起的颅内脑实质炎症，是儿童常见的神经

系统感染性疾病之一。

病毒性脑炎的病原体分类

据统计，国内外报道约 130 多种病毒可

引起脑炎。其中主要的病原体有肠道病毒、

疱疹病毒、虫媒病毒、副黏病毒、弹状病毒

及腺病毒等几大种类。

肠道病毒 这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

尤 其 是 脑 膜 炎 感 染 的 主 要 病 原 菌， 占

10%~20%。肠道病毒 71 型（如手足口病）

是我国病毒性脑炎和脑膜炎的主要致病因

素，其死亡率较高，可造成严重的脑干脑炎。

虫媒病毒 包括乙型脑炎病毒、登革病

毒、东方马脑炎病毒等，其传播方式为昆虫

或节肢动物的叮咬。其中以乙脑系虫媒病毒

性脑炎最为常见。

疱疹病毒 80%~90% 的成人体内都有疱

疹病毒。该病毒主要包括单纯疱疹、EB病毒、

巨细胞病毒和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疱疹病毒

性脑炎具有病死率高、预后差及后遗症严重

的特点，所以早期诊断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其他引起脑炎的病毒 如腮腺炎病毒、

风疹病毒、某些腺病毒、麻疹病毒、狂犬病

及阮病毒等均可引起病毒性脑炎的发生。

儿童脑炎的早期症状

不同年龄的儿童所患脑炎的类型也不

同。一般表现为全身毒血症状和神经系统的

症状。包括发烧、突然间的哭闹、癫痫发作、

瘫痪或者肢体活动受限、步伐不稳、反应迟

钝等行为及神经系统方面的异常，和感冒的

症状很相似，有的孩子还会引发其他系统疾

病，如心肌炎。需要注意的是，新生儿易患

化脓性脑膜炎，5 岁以上儿童易患病毒性脑

炎或者病毒性脑膜炎。

脑炎的治疗

脑炎的治疗一般采用综合治疗，以抗病

毒及对症支持治疗为主。

对因治疗 首先需要明确脑炎是感染性

脑炎、感染后引起的免疫相关性脑炎，还是

其他原因引起的脑炎，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对症治疗 对于高热者可采用物理降温

及药物降温的方法来维持体温的稳定，同时，

需要针对颅内高压、癫痫、认知功能障碍等

各方面症状进行对症治疗以及支持治疗。

丙种球蛋白 其主要发挥以下三个方面

的作用：第一，抗病毒，直接清除体内病毒；

第二，清楚部分有害的体内抗体，部分脑炎

病毒与神经髓鞘有类似蛋白，产生针对神经

髓鞘的抗体，丙种球蛋白可清除这部分抗体；

第三，免疫调节作用，改善患者体内微环境。

抗病毒治疗 阿昔洛韦是治疗疱疹病毒

感染的首选药物；更昔洛韦属于广谱抗 DNA

病毒药物；干扰素是一种广谱的抗病毒药。

退热可以排除脑炎吗

发热往往被认为是脑炎的伴随症状，其

实并不能单纯地认为发热或者退热是脑炎好

转的标志。因为大脑有血脑屏障，部分患者

可能是由于脑炎引起的发热，也有可能是外

在病因引起的发热，如果患者是感染性脑炎，

退热只是掩盖了脑炎的症状，其实脑炎并没

有完全好；如果患者是病毒感染后引起的脑

炎，由于病毒的自限性，可能短期能够退热，

但仍旧有可能发生免疫相关性脑炎。因此，

发热是脑炎的表现，但并不代表脑炎一定会

发热。

脑炎可能引发的后遗症

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预后比较严

重，合理的抗生素治疗和支持治疗可降

低病死率。

病毒性脑炎 病程多为 2~3 周，多数病

毒性脑炎能够完全恢复，少数临床病情重、

全脑弥漫性病变者可遗留惊厥及视力、听力、

语言、运动、心理行为等问题。

结核性脑膜炎 预后与治疗早晚、患儿

年龄、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疾病分型、

分期等有关。结核性脑膜炎的严重后遗症包

括脑积水、肢体瘫痪、智能低下、失明、失

语、癫痫及尿崩症等。

心肌病是一种原发性的心脏肌肉疾

病，它会导致心肌结构和功能的异常，从

而影响心脏的泵血能力和电活动。心肌病

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病，是导致心力衰竭、

心律失常、心脏瓣膜病和猝死的主要原因

之一。

目前，心肌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

完全清楚，可能与遗传、感染、免疫等多

种因素有关。目前已发现了一些与心肌病

相关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可以影响心肌

的收缩、舒张、代谢和电生理等。

心肌病的主要类型

根据心肌病对心脏形态和功能的影

响，心肌病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扩张型心肌病 最常见的心肌病类型，

心脏的主要泵血腔室（左心室和右心室）

会变得扩大和薄弱，导致心脏收缩力下降，

无法有效地将血液送出心脏。

主要症状为呼吸困难、乏力、水肿、

心悸、胸痛等。

肥厚型心肌病 一种遗传性的心肌病，

心肌会异常增厚，尤其是室间隔，导致心脏

僵硬和充盈障碍，以及左心室流出道的梗阻。

主要症状为活动后胸痛、呼吸困难、

头晕、昏厥等。

限制型心肌病 一种罕见的心肌病类

型，心肌会变得僵硬且缺乏弹性，导致心

脏舒张期充盈受限，但心脏收缩功能相对

保持。

主要症状为呼吸困难、水肿、肝大、

颈静脉怒张等。

心肌致密化不全 一种先天性的心肌

病，心肌的发育过程中出现障碍，导致心

肌纤维未能紧密排列，形成海绵状的心肌

结构，尤其是左心室的心尖部。

主要表现为心衰、心律失常、栓塞等。

心肌病的预防和治疗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心脏检查，包括心

电图、心脏超声、心肌酶等，可以及早发

现心肌病的迹象，及时进行干预和治疗。

如果有家族史或遗传风险，应该更加注意

心脏的状况，尽量避免诱发因素，如过度

运动、感染、滥用药物等。

控制危险因素 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体重等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可以降低心

肌病的发生率和发展速度。同时，戒烟、

限酒、减少盐和油的摄入，也有利于保护

心脏的健康。

适度运动 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心肌

的耐力和功能，改善心脏的血液供应，预

防心肌缺血和坏死。

规律用药 患者应该按照医嘱，规律服

用药物，如果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应该

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用药方案。

心理调节 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度

的压力、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可以通

过听音乐、看书、交流、娱乐等方式，放

松身心，提高生活质量。

心肌病是一种严重的心脏疾病，如果

不及时诊治，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死亡。因此，预防和治疗心肌病是非

常重要的，应该定期进行检查，控制危险

因素，以保护心脏的健康。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特点是胃黏膜上皮遭

受反复损害，导致固有腺体的萎缩，常伴有

肠腺上皮的化生和（或）不典型增生。这种

病症在我国十分常见，约占接受胃镜检查患

者的 10%~30%，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

逐渐增高。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癌变风险，慢

性萎缩性胃炎被视为一种癌前病变，引起了

广大患者和医生的关注。那么，面对慢性萎

缩性胃炎，应如何应对呢？

病因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

包括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良的饮食习惯、长

期服用某些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吸烟、

酗酒、自身免疫性胃炎等。

诊断

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通常依赖于胃镜检

查和病理活检。胃镜检查可以直接观察胃黏

膜的形态和颜色，发现胃黏膜的萎缩和肠化

等病变。病理活检则可以进一步确认病变的

性质和程度，为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治疗

消除病因 针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成因，

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如幽门螺杆菌感染患

者需接受抗菌治疗，药物性胃炎患者需调整

药物使用等。

饮食调养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

暴饮暴食，减少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

食物的摄入。同时，增加富含维生素和纤维

素的食物，如新鲜蔬菜、水果等，有助于胃

黏膜的修复。

药物治疗 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药物进

行治疗。包括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如质子

泵抑制剂）、保护胃黏膜的药物（如铋剂）、

促进胃肠动力的药物（如莫沙必利等）等。

此外，中医中药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方面

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可根据患者具体病情进

行辨证施治。

预防

慢性萎缩性胃炎具有一定的癌变风险，

因此预防癌变是治疗的重要目标之一。

定期进行胃镜检查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

者应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并处

理可能出现的癌变病灶。一般来说，建议每

1~2 年进行 1 次胃镜检查。

积极治疗伴随疾病 幽门螺杆菌感染、

自身免疫性胃炎等伴随疾病可能加重慢性萎

缩性胃炎的病情，增加癌变风险。因此，积

极治疗这些伴随疾病对于预防癌变具有重要

意义。

生活方式调整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心态，避免过度劳累和压力过大。同时，戒

烟限酒，减少不良生活习惯对胃黏膜的刺激。

警惕并发症

慢性萎缩性胃炎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

症，如胃溃疡、胃出血、胃穿孔等。这些并

发症可能加重病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中，应

密切关注并发症的发生，及时采取相应的处

理措施。

心肌病的分类和特点
▲ 聊城市人民医院    毛丽梅

得了慢性萎缩性胃炎怎么办？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  李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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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病是一种原发性的心脏肌肉疾

▲ 聊城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