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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细菌性肝脓肿的全球发病率在不断升高。糖尿病

患病人数逐年增加，细菌性肝脓肿合并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也

在逐年增多。如果未能早期进行诊断和及时治疗，细菌性肝脓

肿合并糖尿病，会给人体带来严重的后果，导致全身感染，如

脓毒败血症、DIC、感染性休克等，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严重

者可导致患者死亡。所以提高对细菌性肝脓肿患者合并糖尿

病临床特点的认识，早诊断和早治疗显得异常重要。本研究针

对细菌性肝脓肿有无合并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比

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1 月 2021 年 11 月在我院消化内科

住院诊断为 PLA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 PLA诊断均基于临床

特征、影像学、实验室结果、血液和脓液培养。通过医院的电子

病历系统检索了 85 例老年患者的详细信息。按照患者有无 2
型糖尿病，患者被分为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本研究共纳人

70 例患者，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29 例;年龄 66~96 岁，平均

(75.3+7.2)岁。其中 65~75 岁年龄段有 35 例(50.0%)，75~85 岁
年龄段有 28 例(40.0%)，大于 85 岁有 7 例(10.0%)。糖尿病组

36 例，其中男性 19 例，女性 17 例;年龄 66~89 岁，平均(73.7+
6.0)岁。非糖尿病组 34 例，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12 例;年龄

66~96 岁，平均(77.1+7.9)岁。

1.2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有发热腹痛、肝区叩痛等临床表现和体征;(2)

影像学检查诊断肝脓肿病灶;(3) 进行血培养或肝穿刺脓液培

养;(4)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以上全部标准的病例纳人本

研究。排除标准:(1)非首次患肝脓肿的患者;排除阿米巴性肝脓

肿、结核性肝脓肿以及其他原因所致的肝脓肿;(2)临床资料缺

失。具有上述任意 1 项标准的病例不纳人本研究。

1.3方法
所有数据均来自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并比较.上述 2 组患

者--般临床资料、基础疾病(包括肝脏基础疾病胆道疾病、胃

肠道手术史、高血压和脑梗塞)、临床症状(腹痛、腹胀、发热、恶

心、呕吐和黄疸)及体征.(肝区叩痛)、影像学表现(脓肿是否单

发、超声或 CT 判断脓肿大小)、实验室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

粒细胞比率、C 反应蛋白、血红蛋白、血小板、白蛋白、糖化血

红蛋白、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与间接胆红素、降钙素原、天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并发症(脓毒血症多器

官功能衰竭和其他部位感染)、病原学培养结果(2 组患者均行

血液和脓液培养)以及治疗方式(单纯抗生素治疗或抗生素联

合肝脓肿穿刺引流治疗)。
1.4统计学分析
采取 SPSS22.0 软件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均值士标准差(x 士 s)表示，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采用 x 检验。P<0.05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一般资料比较
2 组均以男性多见，性别的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年龄上，糖尿病组小于非糖尿病组(P<0.05)。糖尿病组

中，合并高血压、肝脏基础疾病、胆道疾病、胃肠道手术史、脑

梗塞者分别有 26.8、10、3、7 例 (其中 17 例患者合并 2 种以上

基础疾病);非糖尿病组分别有 166、12、1、1 例(其中 4 例患者

细菌性肝脓肿合并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acterial liver abscess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张梅 Zhang Mei
沈阳市浑南区华园路 3号

No. 3 Huayuan Road, Hunnan District, Shenyang City
【摘 要】近年来细菌性肝脓肿（PLA）患者越来越多，来自丹麦、中国台湾地区、北美的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发生肝脓肿的风险

是健康人群的 3.6耀11.0 倍。在亚洲、欧洲和美洲，PLA 合并糖尿病的概率存在地区差异，但仍高达 23.0%耀44.9%，且

PLA的死亡患者主要集中在糖尿病群体中。PLA合并糖尿病发病率高但临床症状不甚明显，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该类患者临床特点以期指导诊疗。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atients with bacterial liver abscess (PLA). Studies from Denmark, Taiwan, and
North America show that the risk of developing liver abscess in diabetic patients is 3.6-11.0 times that of healthy people.
In Asia,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bability of PLA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but
it is still as high as 23.0% to 44.9%, and the mortality of PLA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diabetic group. The incidence
of PLA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is high but the clinical symptoms are not obvious. This study aims to guid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y retrospectively analyz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patients.

【关键词】老年；糖尿病；细菌性肝脓肿；临床特征

【Key words】elderly; diabetes; bacterial liver abscess; clinical features

21



International Clinical Medicine 国际临床医学 第 4卷第 2期 2021 年

合并 2种以上基础疾病)。其中，糖尿病组合并脑梗塞的发.生
率高于非糖尿病组(P<0.05)。见表 1。

2.2 2组临床表现、体征比较
发热、寒战及乏力在糖尿病组更多见，腹胀、腹痛、恶心、

黄疸及肝区叩痛在非糖尿病组更常见，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逸0.05)。见表 2。
2.3 2组实验室检查比较
糖尿病组白细胞数、中性粒细胞比率、糖化血红蛋白及总

胆红素水平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组(P<0.05)。糖尿病组呈现较

高的 C 反应蛋白、血小板计数、降钙素原、天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糖尿病组表现出较低的白蛋白和直接胆红素水平，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2组影像学检查比较
对于肝脓肿的部位，糖尿病组非糖尿病组均多发于肝右

叶，分别有 25 例(69.4%)、19(55.9%);肝左叶的肝脓肿，2 组分

别有 7 例(19.4%)、7 例(20.6%);同时发生于肝左、右叶的肝脓

肿，2 组分别有 3 例(8.3%)、7 例(20.6%);发生在其他叶的，2 组
各有 1 例。2组均以单发脓肿为主，糖尿病组中单发脓肿有 32
例(88.9%)，非糖尿病组中单发脓肿有 27 例(79.4%)，2 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肝脓肿的大小方面，糖尿病组中，

肝脓肿最大直径<2cm、2~5cm、5~10cm、大于 10cm者分别有 4
例(11.1%)、8 例(22.2%)、22 例(61.1%)和 2 例(5.6%)。非糖尿病

组中，肝脓肿最大直径<2cm、2~5cm、5~10cm 者分别有 11 例
(32.4%).8 例(23.5%)和 15例(44.1%)，未发现大于 10cm 的肝脓

肿。直径 5~10cm的肝脓肿，在 2组中都最多见。糖尿病组中

可见到更多的肝脓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过，对

于直径>2cm的肝脓肿，糖尿病组(88.9%)要明显多于非糖尿病

组(32.4%)(P<0.01)。见表 4。
2.5病原学检查比较
糖尿病组中，有 15 例病原学培养结果为阳性，其中肺炎

克雷伯菌 11 例(30.6%)、大肠埃希菌 2 例(5.5%)、表皮葡萄球

菌 1 例(2.8%)、咽峡炎链球菌 1 例(2.8%)。非糖尿病组中，有 7
例病原学培养结果为阳性，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6 例(17.6%)、

表 1 2组一般资料比较

表 2 2组临床表现比较[例渊%冤]

表 3 2组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渊x軈依s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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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肠球菌 1 例(3%)。在糖尿病组(41.7%)有更多例患者被检出

病原体，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过糖尿病组检出病

原体的种类(4 种)多于非糖尿病组(2 种)。未检出细菌者，糖尿

病组中有 21 例(58.3%)，非糖尿病组有 27 例(79.4%)，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于非糖尿病组(17.6%)，糖尿病

组中检测出更多的肺炎克雷伯菌(30.6%)，但无统计学差异(P>
0.05)。见表 5。

2.6 2组并发症发生比较
糖尿病组并发败血症 9 例 (25.0%)、感染性休克 3 例

(8.3%)、眼内炎 1 例(2.8%)、肺炎 15 例(41.7%)。非糖尿病组并

发败血症 4 例(11.8%)、皮下脓肿 1 例(2.9%)肺炎 5 例(14.7%)。
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在糖尿病组中相对多见，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而肺炎在糖尿病组中更多见(P<0.05)。
2.7 2组治疗与预后比较
所有 70 例患者都接受了抗感染治疗。糖尿病组中 44.4%

(16例)的患者进行肝脓肿引流，非糖尿病组中 35.3%(12 例)的
患者进行了肝脓肿引流，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2 组均

无死亡病例，经积极抗感染结合脓肿引流治疗后，均病情好转

出院。

3讨论
糖尿病患者并发肝脓肿这一严重并发症的情况愈发多

见，特别是老年糖尿病患者，还会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随着

人口老龄化，这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而 PLA 在老年

糖尿病患者中的临床特征尚未充分阐明。已有多项研究表明，

对于 PLA 来说，糖尿病可视作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可引起

全身代谢紊乱和免疫功能受损，使肝脏清除细菌的能力减弱，

导致细菌易于定殖繁殖形成脓肿;同时，糖尿病亦可直接导致

肝损伤，胆汁分泌异常，增加门静脉感染 PLA 和 DM 是高消

耗性疾病，当两者同时发生时通常进展迅速。故本研究共纳入

了 70 例老年患者，分成糖尿病与非糖尿病 2 组，对 2 组的一

般资料、基线特征、临床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发

症、影像学特征、治疗转归等进行了对比统计分析。本研究平

均年龄 75 岁，2组均以男性多见，与既往研究类似。但糖尿病

组年龄比非糖尿病组小，与既往研究有不同，可能与样本量偏

小有关。糖尿病组患者合并脑梗死概率较非糖尿病组增加，与

既往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2 组患者的症状、体征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组均以发热为主，部分糖尿病组患者

只出现了发热，而腹痛和腹胀不明显。考虑到老年患者急性感

染的体征和症状往往不典型具有误导性，对于出现不明原因

持续发热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在常见感染部位筛查未找到感

染病灶时，应考虑合并 PLA的可能”。肝曲叩痛更多见于非糖

尿病组，尽管无统计学差异，可能的解释是血管神经病变更易

出现于糖尿病患者，导致其对外界刺激的灵敏度下降 1 本研

究显示，糖尿病组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总胆红

素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均较非糖尿.病组明显增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本研究中糖尿病组大多患者血糖控制不理想，这也

符合既往报道：原因可能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依从性差、认

知功能和自我管理能力下降等。这些老年患者本身免疫存在

缺陷，在高血糖的情况下，炎细胞的趋化能力减弱，微生物致

病菌株的定植率增加，一旦机体免疫力下降，感染会更迅速，

更为严重。本研究发现，圆 组均以肝单侧右叶脓肿多发，少数

累及双侧肝叶，可能与肝右叶血流丰富有关。糖尿病组发生

圆糟皂以上的脓肿几率明显更大，这可能与高血糖使白细胞功

能受抑制，杀菌活性降低，致使细菌生长迅速有关。故一旦糖

尿病患者确诊为肝脓肿时，需尽早治疗，以避免脓肿的扩大。

表 4 2组影像学表现比较[例渊%冤]

表 5 2组患者血液/脓液细菌培养结果比较[例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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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孕蕴粤病原菌对治疗和预后至关重要。本研究有 员例患者

因就诊延迟，并发眼内炎，导致视力严重受损导致眼球被摘

除，故临床应予高度重视。细菌性肝脓肿一旦确诊，特别是合

并糖尿病基础者，病情进展迅猛，应积极采取静脉抗生素治

疗。在病原学结果未确定之前，可选择广谱抗生素，特别是对

针对革兰氏阴性菌和厌氧菌。一般首选 茁?内酰胺酶抑制剂复

合制剂、第三代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联用甲硝唑等药物。要

尽快取得病原学依据，调整抗生素应用，避免细菌耐药。然而，

部分患者单独使用抗生素治疗效果欠佳，特别是脓肿单发且

较大者，应尽早行肝脓肿穿刺引流术。早期穿刺有助于减少感

染性休克和败血症等并发症产生，而对于部分脓肿多发以及

引流效果差的患者，需考虑外科手术。本研究纳入的 苑园 例老

年患者均行抗感染治疗，且 圆组都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接受了

肝脓肿引流术，最终 圆 组均无死亡病例。

4 结语

综上所述，老年患者往往有脑梗塞、高血压等疾病基础，

特别是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较易发生 孕蕴粤，且很可能

因为不典型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而被漏诊。在并发 孕蕴粤的老年

糖尿病患者中，可检测到更高水平的白细胞、更大体积的肝脓

肿、更多种类的病原体，且其合并肺炎的风险更大。检出的

孕蕴粤 致病菌以 运孕 最常见，其中高毒力菌株所致的侵袭性肝

脓肿临床应引起高度重视。当老年糖尿病患者确诊合并肝脓

肿时，需尽早治疗，以避免脓肿的扩大。积极的抗生素药物治

疗联合肝脓肿穿刺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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