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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过敏性紫癜 30例临床分析
于　君　于存国

(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民医院　158400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血液肿瘤研究所　150010)

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过敏性紫癜<HSP)的临床特点。方法:对 30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的发病特点 、临床表现 、预后进行分

析。结果:①诱因:感染进食特殊食物 、接种疫苗。 ②有消化道症状者中以腹痛为最常见。其中 4 例被误诊为急性阑尾炎 、肠套

叠 、上消化道出血 、急性细菌性痢疾。 ⑤有肾脏受累者 22 例 ,其中 12 例同时存在消化道症状③预后:28 例治愈好转 ,占 93.33%,

1 例于 2年后再次发病。结论:①HSP患病率有逐年升高趋势。发病诱因以感染为第一位。患者中可表现较多的肾外症状 , 较易

发生肾功能损害 ,及时诊断与治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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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性紫癜是一种与免疫有关的多种因素诱发的多系统

损害的血管炎性疾病。其临床表现复杂 ,发病程度不同 、涉及

多科室。为了提高对此病的全面认识 , 我们对 1999～ 2005 年

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30 例过敏性紫癜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分

析 ,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30例中男 18 例 ,女 12例。年龄 2-15 岁。其中<3

岁2 例 , 3-7 岁 16 例 , >7 岁 12 例。发病至就诊为 8 小时至

1.5年。

1.2　诱因

本组病例在出现紫癜前 1 -4 周有前驱感染者 9 例 , 占

30%;出现紫癜同时伴有感染者 17 例 ,占 56.67%, 其中上呼吸

道感染 11 例 ,支气管肺炎 2 例 , 胃肠炎 1 例 ,流行性腮腺炎 1

例 ,上领窦炎 1 例 ,蚊虫叮咬引起皮肤感染者 2 例。进食特殊

食物后出现紫癜者 6 例 , 占 20%, 其中食鱼虾及肉类 4 例 , 食

芒果 、荔枝等热带水果 2 例。接种疫苗后出现紫癜 1 例。

1.3　皮肤症状

30 例先后均出现皮疹。 除 1 例出现风团样皮疹外 , 其余

均表现为典型的紫癜样皮疹。皮疹累及部位以双下肢及双足

最多见 ,为 27 例次 ,占 90%。其次为臀部 8 例次 , 占 26.67%。

双上肢及双手5 例次 , 占 16.67%。颜面及躯干 2 例次。 血管

神经性水肿 3 例次 , 分别发生于手足背 、头面部 、会阴部。皮

疹消退时间为 2-18d.

1.4　消化道症状

本组出现程度不等的消化道症状 17 例 , 占 56.67%, 患儿

可出现仅一项或上述几项症状同时存在 , 以腹痛最为常见。

在以腹痛作为首发症状的 14 例中 , 腹痛分别先于典型紫癜 1

-5d ,其中 5 例分别被误诊为急性阑尾炎 2 例 、肠套叠 、上消化

道出血 、急性细菌性痢疾各 1 例 , 待出现典型的紫癜方明确诊

断。

　(收稿日期:2006-03-16　接受日期:2006-04-23)

1.5　关节症状

22例患儿出现不同部位的关节肿痛 , 以多个关节同时受

累或左右对称 、呈游走性多见 ,特别是下肢关节最易受累。膝

关节 11例次 ,占 36.67%。踝关节 8 例次 , 占 26.67%。肘 、腕

关节共 7 例次 ,占 23.34.其症状分别在发病后 2-11d 消失。

1.6　肾脏症状

14 例患儿有不同程度的肾脏受累表现。发生率为 46.

67%。其诊断标准为尿常规检查蛋白定性阳性和(或)红细胞

>5/Hp。肾脏症状出现时间于紫癜出现后 3d 至 11 个月。表

现为一过性蛋白尿(尿蛋白持续时间<1 周)17 例 , 占 56.

67%。一过性血尿(血尿持续时间<1 周)2 例。持续蛋白尿 2

例 ,持续血尿 1 例。持续蛋白尿加血尿 3 例。

1.7　其他症状

2例头痛 、头晕。 1 例并发肇丸炎 11.8 实验室检查WBC

增高 19例 , ESR增快 8 例 ,GPT增高 2 例 , ASO 阳性 4 例 ,MP-

IgM阳性 11 例。

2　结果

本组预后良好 , 29 例治愈好转出院 , 1 例自动转院。 1 例

于 2年后复发。

3　讨论

过敏性紫癜是主要侵犯毛细血管的变态反应性疾病 , 为

血管炎综合征中的最常见型。好发于 5 岁以上的学龄儿童 ,

男性多见 ,极少数有复发。临床资料显示近年患病有上升趋

势。发病人数较多的季节是冬春季节 , 与呼吸道疾病的高发

季节相吻合。HSP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 发病诱因可与

感染 、药物 、食物 、花粉吸人 、蚊虫叮咬 、疫苗接种等有关。感

染是第 1 位 ,病原学方面的检查提示可能有链球菌 、幽门螺旋

杆菌 、支原体 、腮腺炎病毒 , EB 病毒的感染。本组上呼吸道感

染和支气管肺炎的 56例中有支原体感染MP-IgM阳性11 例 ,

占 36.67%,说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过敏性紫癜多发 , 可合并

多脏器的损害。这是因为支原体与人体某些组织存在着部分

共同抗原 ,所以感染后可形成相应组织的自身抗体 , 导致多系

统的免疫损害 , 提示我们在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 KD等)要

·86·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2006　Vol.6　No.7　　　　　



考虑到支原体感染的因素。另外 , 虽然预防接种仅作为少见

的诱因之一 ,但随着近年来预防接种的日益普及 , 也应予以足

够重视[ 1] 。本组约 56.67%的HSP患儿表现有胃肠受累 , 部分

患儿的胃肠道症状发生在皮疹未出现之前 , 以腹痛和上消化

道出血为首发症状者 , 易误诊为外科急腹症 。HSP时肠粘膜

充血 、水肿甚至出血 , 致使肠腔狭窄 , 肠蠕动减慢或增强 , 表现

为肠梗阻 、肠套叠 , 属本病的并发症[ 2] 。过敏性紫癜肾炎是影

响预后的关键。发生机制可能与 IgA 介导的体液免疫亢进有

关 ,抗原 IgA免疫复合物进人循环 , 通过补体旁路途径激活补

体并主要沉积于肾脏系膜区 ,造成肾脏免疫病理损害 , 肾小球

基底膜通透性增加 ,产生比较明显的尿蛋白。同时 , HSP 患儿

早期存在明显的高粘滞血症 , 血流缓慢进一步导致肾脏的缺

血缺氧 ,故肾脏受累是 HSP的基本表现之一。本组 HSP有 46.

67%患儿临床上有肾脏受累 , 男性较多 , 病情程度轻者居多 ,

且大多数预后良好。肾脏症状一般多出现于皮肤紫癜 2-6

周 ,有些患儿初发 1 年以后方出现肾脏损害表现 , 可伴有皮肤

紫癜再次出现。肾脏受累的几率与 HSP早期肾外症状出现的

多少有关 ,特别是消化道症状。对于 HSP 早期出现较多肾外

症状的患儿 ,尤其是消化道症状明显者 , 警惕过敏性紫癜肾炎

的发生。判断 HSP肾脏受累与否及受累程度的金标准是肾活

检 ,但按我国国情绝大多数患儿很难做到[ 3] 。 过敏性紫癜患

儿虽然尿常规多次检查阴性 ,但尿微量白蛋白(Alb)和尿 p:微

球蛋白已升高 , 提示肾小球基底膜通透性明显增高 , 肾小管重

吸收功能受到损害。有研究报告 , 过敏性紫瘫应用肝素能预

防或降低紫癜肾炎发生 , 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具体用药方

法:在 HSP起病和每次复发时给予肝素钠 150U/ kg加人 1000

葡萄糖 100m1 中静脉滴注 , 每天 1 次 , 连续 5d;或肝素钙 10U/

kg皮下注射 , 每天 2次 , 连续 7d。若与肾脏损害同时存在则预

后不良[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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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力开展诚信教育

针对大学生中大量诚信缺失现象的出现 , 高等学校必须

下大力气开展诚信教育。首先 ,两课”教学要增加诚信教育的

内容 ,要让学生了解诚信作为基本道德规范有哪些具体要求 ,

要让学生认识到诚信学习 、诚信工作 、诚信做人的重要意义 ,

要让学生学会承担责任 ,使学生把诚信的道德规范化为 自身

的道德品质 ,自觉地按照诚信的要求去做人做事。其次 , 诚信

教育要与思想政治教育 、法制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通

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

生观 ,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 、个人与社会的利益

关系 , 帮助他们克服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利益至上等错误思

潮和观念的影响 , 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 , 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

珍惜自己的信誉 ,树立“诚信为本 , 操守为重”的思想。通过法

制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法制观念 , 依法办事 , 诚实守信 , 不做欺

骗 、伪造证件 、制售假货等事情。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

克服心理障碍 , 增强自制力 , 抵制各种不正当利益的诱惑 , 清

除各种不正当的动机 ,树立起重诚守信 、不见利忘义的良好心

态。

再次 ,学校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诚信道德的教育实践。

例如:结合毕业生求职 , 开展“个人简历不掺水”签名活动;结

合期末考试 , 开展“远离作弊”考风考纪教育活动;结合《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展“明礼诚信”学习 、讨论活动;结合助

学贷款 , 开展信用调查活动;结合校园文化节 , 开展“诚信校

园”系列活动 , 等等。通过这些诚信教育实践活动 , 使学生进

一步加深对诚信道德规范的认识 , 并在实践中逐步树立重诚

守信的道德品质和诚信意识。

3.4　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 ,形成重诚守信的大环境

大学生诚信道德品质的形成 , 不能光靠学校的教育与管

理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只有当诚信成为一种良好的社

会风尚 ,只有当社会上人人都重诚信 、人人都守诚信时 , 高等

学校的诚信教育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过来 , 如果社

会上诚信缺失现象严重 , 不诚信行为不但得不到社会应有的

惩罚 ,反而获得了大量的“好处” ,如果大学生在接触社会的过

程中 ,因为自己坚守诚信而遭受损失 , 因为别人不守诚信而上

当受骗 ,那么学校的诚信教育将遭到学生的质疑 , 诚信教育的

效果将被大大消弱。

因此 ,必须切实按照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 ,

积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 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 , 操守为重”

的良好负尚 ,从整体上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 , 人人讲诚信 , 人

人重诚信 ,人人守诚信 , 诚信做人 , 诚信做事。只有这样 , 诚信

的大环境才能形成 , 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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