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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刘老伯身体健康，但是 2

月份毫无征兆地出现发热、畏寒以
及干咳的症状，并且体温一直上升，

还伴有明显的咳嗽、腰部肌肉酸痛，
在非常时期可把他吓个半死。后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诊
断，揪出了患病元凶！

“我很担心自己别是得了新冠

肺炎！可是最近几个月都没出过上
海，连家门也很少出啊。”一踏进中

山医院的诊室，刘老伯就说出了自
己的担心。医生完善了他的流行病

学信息和各项检查后发现，白细胞

不高，淋巴细胞降低，C反应蛋白明

显升高；胸部 CT提示：左下肺见团
片模糊影！但 CT影像并不像典型

的新冠肺炎表现，考虑为普通的社
区获得性肺炎，给予抗菌治疗。但刘

老伯高烧仍然未退，4 天后当他再
次来就诊时，CT报告提示：左下肺

病灶有明显进展！

当天，感染病科病房就把他收
下，此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发展。经过

抽丝剥茧的病史询问，感染病科医
生发现了关键所在！据刘老伯回忆，

在病症出现那天，他曾在家中清洗

空调，而空调的管道内布满了鸟粪，

这期间他没有佩戴口罩。这让医生
高度怀疑致病元凶就是空调管道内

的大量鸟粪！根据这一推测，他们立
即为刘老伯调整了用药方案，同时

对刘老伯的痰及血进行宏基因二代
测序（mNGS）检查，结果也进一步证

实了先前的猜测———“真凶”是鹦鹉

热衣原体！刘老伯的病正是吸入鸟
粪中存在的大量非典型病原体（鹦

鹉热衣原体等）所致。
据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

杰教授介绍，鹦鹉热衣原体是一种

严格胞内寄生的需氧革兰阴性菌，

主要宿主为鸟类，包括鸽子、金丝
雀、鹦鹉、海鸥等 400多种禽类，带

菌或发病的鸟类、含菌的分泌物或
排泄物所污染的环境、羽毛及尘埃

等均可成为传染源，吸入含菌气溶
胶或粉尘可致病，也就是俗称的“鸟

疫”。这种病潜伏期常为 5-14天，

表现为突发高热、寒战、严重头痛、
肌痛、出汗、干咳，重症可严重影响

肺、心、肾、肝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
多器官衰竭。由于缺乏特效诊断技

术容易被忽视，死亡率高。

住院一周后，刘老伯的咳嗽、肌

痛明显好转，康复出院。考虑其左下
肺病灶较大，且病程中有少量痰血，

医生建议其出院后继续抗菌治疗，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左下肺病灶

已基本吸收。

专家提醒
据悉， 中山医院感染病科至今

已治疗 5例确诊鹦鹉热肺炎患者。

胡必杰提醒， 由于空调内部结构复

杂，管路与外界相通，容易成为滋生
各种病原体的温床。 刘老伯正是在

无保护的情况下， 接触了存在于空

调外机以及管道中的鸟粪， 才吸入
了鹦鹉热衣原体。 鸟粪所携带的各

种病原体如隐球菌、禽流感病毒、鹦
鹉热衣原体等，如果吸入人体，在一

定情况下都可导致感染的发生。 建

议大家在打扫卫生以及接触可能存
在被动物排泄物污染的环境时，一

定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首席记者 左妍

    本报讯（记者 郜阳）今天是端
午节，钟情甜口味的市民或许会来
上几只蜜枣粽，这让吃粽子误吞枣

核的患者也多了起来。昨天，同济大
学附属东方医院内镜中心服务台收

到了一个来自急诊的紧急电话，一
位 103岁的老先生早上吃蜜枣粽时

误吞了枣核，家人带着老人辗转多

家医院，都因年纪大未能处理。
急诊与内镜中心沟通后，立即

为老人安排了 CT、抽血和心电图检
查。年龄这么大，心肺功能都生理性

减退，异物尖锐，取出时刺激较大，
要不要麻醉？麻醉风险怎么办？一系

列难题摆在医生们的面前。

在听完急诊备班医生的情况描
述后，该院内镜中心主任徐美东很快

给出了回复：“患者岁数这么大，风险

一定很高，但不管什么情况，枣核都

是要取出来的。目前枣核嵌顿在食
道入口，再拖下去可能滑入食管中

段，一旦穿孔，到时取异物风险更
高，甚至可能导致致命性大出血。”

很快，麻醉准备到位，开静脉通
道，安抚老先生情绪⋯⋯30 分钟

后，老人被送到了内镜中心的 VIP

操作间。徐美东调整透明帽后开始
进镜，他抵进左右梨状隐窝并仔细

观察，并未见到枣核痕迹。
“是不是掉下去了？”徐美东一

边做一边自言自语，仔细观察食管、

胃底、胃体、胃窦，包括十二指肠都

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都没有。可是
CT显示枣核是卡在食管入口处的，

他完全退镜出来，再仔细重新进镜
观察。这一次，他发现左侧会厌劈裂
有些许水肿，透明帽抵近略一挤压，

枣核的一头尖露出来了。此时，旁边

的护士将鼠齿钳快速递给徐美东，
随着刷刷刷通过钳道的声音，鼠齿

钳在视野中张开、调整方向，轻轻咬
住嵌入管壁的枣核一端，略一加压

后轻轻提起，将两头尖锐的枣核顺

势拉入透明帽中带出食管，这颗困
扰老人的“罪魁祸首”顺利取出。

徐美东再次进镜仔细观察枣核
嵌顿处的粘膜损伤，明确没有穿孔

后，才放心退镜。整个手术过程环环
相扣，实际只用了 2分钟左右。10

分钟后，老先生慢慢醒过来，睁开眼

睛看见那颗尖锐的枣核，马上握着
徐美东的手，不停道谢。

正值端午，徐美东特别提醒，吃
粽子如果误吞枣核，严重时会危及

生命，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应及时就

医。“食管异物通常会卡在食管生理
狭窄处，若不及时取出，可能引起食

管炎、食管瘘、纵膈炎和脓肿，甚至
引起致命大出血。”特别是老年人，

因为牙齿缺失或视力不佳，进食时
较年轻人更容易出现异物误吞，除

枣核外，假牙、带包装的药片以及鱼

刺、鸡骨等也很常见，异物一旦刺入
管壁、损伤大血管，风险很高。因此，

如果怀疑自己吞咽了枣核等异物，
即便没有不适，也应到医院检查。

老伯洗空调洗出严重肺炎
中山医院诊断确认：元凶竟是鸟粪

百岁老人吃粽子误吞枣核
后经东方医院麻醉手术取出异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