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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男，６ 岁，因胸痛、气急、咳嗽 １ 周前于外院诊断为心肌

炎治疗效果不佳，遂来我科行心脏超声检查：患儿心脏未见明显

异常，右侧胸腔见一无回声包块，嘱其取坐位于右侧肩胛角下探

查胸腔，发现一大小为 ９．３２ ｃｍ×６．１３ ｃｍ 的囊性包块，形态规则，

边界清，囊壁光滑呈双层结构（图 １）；ＣＤＦＩ 于包块周边和内部

均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探查过程中发现肝脏亦有无回声包块，

取平卧位于肝右叶见一大小为 ３．８１ ｃｍ×２．５５ ｃｍ 的囊性包块，形

态尚规则，边界清（图 2）。考虑本地区属于农牧区且患儿家中养

狗养羊数年，超声提示：①右侧肺包虫；②肝包虫病。 患儿后行

包虫皮内试验阳性，ＣＴ 诊断与超声检查结果相同， 后经手术病

理证实。

讨论：包虫病是畜牧发达地区的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本病可根据患者的疫区接触史和超声表现

做出诊断。 本例患儿为肝、肺并发的包虫病，虽在疫区较常见，

但因患儿年龄较小，本人及其父母不能准确提供病史，所以被外

院误诊。通过充分了解患儿家庭生长环境（长期饲养牛羊及狗），

加之其肝、肺内囊性回声具有包虫特有的内外两层囊壁，我院做

出准确诊断。 该病潜伏期长，患儿早期无症状，一般很难早期发

现，发病后包虫增长快，常合并破裂引发过敏性休克及子囊移植

复发， 对患儿的生长发育危害极大。 超声对包虫有较高的诊断

准确率，且无放射线损伤，具有价格低廉、可重复检查等优点，可

作为牧区儿童包虫病检查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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