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陈明泉陈明泉



1、、、、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2、、、、临床表现为发热临床表现为发热临床表现为发热临床表现为发热、、、、咽痛及肢体疼痛咽痛及肢体疼痛咽痛及肢体疼痛咽痛及肢体疼痛，，，，部分发生肢体部分发生肢体部分发生肢体部分发生肢体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2、、、、临床表现为发热临床表现为发热临床表现为发热临床表现为发热、、、、咽痛及肢体疼痛咽痛及肢体疼痛咽痛及肢体疼痛咽痛及肢体疼痛，，，，部分发生肢体部分发生肢体部分发生肢体部分发生肢体

弛缓性瘫弛缓性瘫弛缓性瘫弛缓性瘫。。。。严重病人因呼吸麻痹而死亡严重病人因呼吸麻痹而死亡严重病人因呼吸麻痹而死亡严重病人因呼吸麻痹而死亡。。。。

3、、、、多发生于小儿多发生于小儿多发生于小儿多发生于小儿，，，，故俗称故俗称故俗称故俗称““““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



鉴别项目鉴别项目鉴别项目鉴别项目鉴别项目鉴别项目鉴别项目鉴别项目 弛缓性瘫弛缓性瘫弛缓性瘫弛缓性瘫弛缓性瘫弛缓性瘫弛缓性瘫弛缓性瘫 痉挛性瘫痉挛性瘫痉挛性瘫痉挛性瘫痉挛性瘫痉挛性瘫痉挛性瘫痉挛性瘫

病变部位病变部位病变部位病变部位病变部位病变部位病变部位病变部位 大脑皮质运动大脑皮质运动大脑皮质运动大脑皮质运动大脑皮质运动大脑皮质运动大脑皮质运动大脑皮质运动

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

脊髓前角细胞脊髓前角细胞脊髓前角细胞脊髓前角细胞，，，，脑神经运动脑神经运动脑神经运动脑神经运动脊髓前角细胞脊髓前角细胞脊髓前角细胞脊髓前角细胞，，，，脑神经运动脑神经运动脑神经运动脑神经运动

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

弛缓性瘫和痉挛性瘫鉴别诊断弛缓性瘫和痉挛性瘫鉴别诊断弛缓性瘫和痉挛性瘫鉴别诊断弛缓性瘫和痉挛性瘫鉴别诊断

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区或锥体束 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神经核及其发出的神经轴突

肌张力肌张力肌张力肌张力肌张力肌张力肌张力肌张力 增强增强增强增强增强增强增强增强 降低降低降低降低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腱反射腱反射腱反射腱反射腱反射腱反射腱反射腱反射 亢进亢进亢进亢进亢进亢进亢进亢进 减低或消失减低或消失减低或消失减低或消失减低或消失减低或消失减低或消失减低或消失

病理反射病理反射病理反射病理反射病理反射病理反射病理反射病理反射 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 阴性阴性阴性阴性阴性阴性阴性阴性



病病病病 原原原原 学学学学

1、、、、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肠道病毒属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肠道病毒属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肠道病毒属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肠道病毒属。。。。

2、、、、单股单股单股单股RNA，，，，无包膜无包膜无包膜无包膜。。。。

3、、、、分分分分I   II   III3个血清型个血清型个血清型个血清型，，，，型间少有交叉免疫型间少有交叉免疫型间少有交叉免疫型间少有交叉免疫。。。。

4、、、、耐寒冷耐寒冷耐寒冷耐寒冷，，，，低温下长期存活低温下长期存活低温下长期存活低温下长期存活，，，，但对热但对热但对热但对热、、、、干燥及氧化消干燥及氧化消干燥及氧化消干燥及氧化消

毒剂敏感毒剂敏感毒剂敏感毒剂敏感。。。。

脊髓灰质炎病毒电镜照片脊髓灰质炎病毒电镜照片脊髓灰质炎病毒电镜照片脊髓灰质炎病毒电镜照片



流流流流 行行行行 病病病病 学学学学

传染源传染源传染源传染源 人是唯一贮存宿主人是唯一贮存宿主人是唯一贮存宿主人是唯一贮存宿主，，，，显性显性显性显性、、、、隐性感染者都是传染源隐性感染者都是传染源隐性感染者都是传染源隐性感染者都是传染源。。。。

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传播途径 主要经粪主要经粪主要经粪主要经粪－－－－口传播口传播口传播口传播。。。。

易感性易感性易感性易感性 人群普遍易感人群普遍易感人群普遍易感人群普遍易感，，，，感染后可获同型病毒持久免疫力感染后可获同型病毒持久免疫力感染后可获同型病毒持久免疫力感染后可获同型病毒持久免疫力。。。。

流行特征流行特征流行特征流行特征 6月月月月－－－－5岁小儿发病率岁小儿发病率岁小儿发病率岁小儿发病率90%。。。。流行时以隐性感染及无瘫流行时以隐性感染及无瘫流行时以隐性感染及无瘫流行时以隐性感染及无瘫

痪型病例多痪型病例多痪型病例多痪型病例多，，，，瘫痪型仅占瘫痪型仅占瘫痪型仅占瘫痪型仅占1/1000。。。。



发发发发 病病病病 机机机机 制制制制

病毒经口入人体病毒经口入人体病毒经口入人体病毒经口入人体，，，，

在扁桃体及肠道淋在扁桃体及肠道淋在扁桃体及肠道淋在扁桃体及肠道淋

巴组织繁殖巴组织繁殖巴组织繁殖巴组织繁殖。。。。

无症状型无症状型无症状型无症状型（（（（隐性感染隐性感染隐性感染隐性感染））））

进入血液循环形成进入血液循环形成进入血液循环形成进入血液循环形成

病毒血症病毒血症病毒血症病毒血症，，，，出现前出现前出现前出现前

驱期症状驱期症状驱期症状驱期症状。。。。

顿挫型顿挫型顿挫型顿挫型

通过血脑屏障侵入通过血脑屏障侵入通过血脑屏障侵入通过血脑屏障侵入

中枢神经系统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引起

瘫痪前期症状瘫痪前期症状瘫痪前期症状瘫痪前期症状。。。。

无瘫痪型无瘫痪型无瘫痪型无瘫痪型

瘫痪型瘫痪型瘫痪型瘫痪型病情进一步发展病情进一步发展病情进一步发展病情进一步发展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表现有无症状型表现有无症状型表现有无症状型表现有无症状型、、、、顿挫型顿挫型顿挫型顿挫型、、、、无瘫痪型及瘫痪无瘫痪型及瘫痪无瘫痪型及瘫痪无瘫痪型及瘫痪表现有无症状型表现有无症状型表现有无症状型表现有无症状型、、、、顿挫型顿挫型顿挫型顿挫型、、、、无瘫痪型及瘫痪无瘫痪型及瘫痪无瘫痪型及瘫痪无瘫痪型及瘫痪

型型型型4种种种种。。。。

瘫痪型为本病之典型表现瘫痪型为本病之典型表现瘫痪型为本病之典型表现瘫痪型为本病之典型表现，，，，分前驱期分前驱期分前驱期分前驱期、、、、瘫痪瘫痪瘫痪瘫痪

前期前期前期前期、、、、瘫痪期瘫痪期瘫痪期瘫痪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



前前前前 驱驱驱驱 期期期期

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及胃肠炎症状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及胃肠炎症状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及胃肠炎症状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及胃肠炎症状。。。。

多有发热伴全身不适多有发热伴全身不适多有发热伴全身不适多有发热伴全身不适、、、、头痛头痛头痛头痛、、、、咽痛咽痛咽痛咽痛、、、、流涕流涕流涕流涕、、、、咳咳咳咳

嗽等嗽等嗽等嗽等，，，，亦可有适食欲不振亦可有适食欲不振亦可有适食欲不振亦可有适食欲不振、、、、恶心恶心恶心恶心、、、、呕吐呕吐呕吐呕吐、、、、腹痛腹痛腹痛腹痛嗽等嗽等嗽等嗽等，，，，亦可有适食欲不振亦可有适食欲不振亦可有适食欲不振亦可有适食欲不振、、、、恶心恶心恶心恶心、、、、呕吐呕吐呕吐呕吐、、、、腹痛腹痛腹痛腹痛

及腹泻及腹泻及腹泻及腹泻。。。。

多于多于多于多于1－－－－4天退热天退热天退热天退热，，，，症状消失症状消失症状消失症状消失，，，，则为顿挫型则为顿挫型则为顿挫型则为顿挫型。。。。



瘫瘫瘫瘫 痪痪痪痪 前前前前 期期期期

典型的双峰热典型的双峰热典型的双峰热典型的双峰热，，，，近年少见近年少见近年少见近年少见。。。。

主要表现为发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但尚未瘫痪但尚未瘫痪但尚未瘫痪但尚未瘫痪。。。。有高热有高热有高热有高热主要表现为发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但尚未瘫痪但尚未瘫痪但尚未瘫痪但尚未瘫痪。。。。有高热有高热有高热有高热

伴烦躁不安或嗜睡伴烦躁不安或嗜睡伴烦躁不安或嗜睡伴烦躁不安或嗜睡、、、、头痛头痛头痛头痛、、、、全身肌肉疼痛及感觉过敏全身肌肉疼痛及感觉过敏全身肌肉疼痛及感觉过敏全身肌肉疼痛及感觉过敏。。。。出现出现出现出现

特殊的特殊的特殊的特殊的““““三角架征三角架征三角架征三角架征””””，，，，少数病例有剧烈头痛少数病例有剧烈头痛少数病例有剧烈头痛少数病例有剧烈头痛、、、、呕吐呕吐呕吐呕吐、、、、克氏征克氏征克氏征克氏征、、、、

布氏征阳性布氏征阳性布氏征阳性布氏征阳性，，，，亦可有短暂意识障碍亦可有短暂意识障碍亦可有短暂意识障碍亦可有短暂意识障碍，，，，亦可有自主神经系统受亦可有自主神经系统受亦可有自主神经系统受亦可有自主神经系统受

累而出现多汗及尿潴留累而出现多汗及尿潴留累而出现多汗及尿潴留累而出现多汗及尿潴留。。。。

如如如如3－－－－5天恢复天恢复天恢复天恢复，，，，则为无瘫痪型则为无瘫痪型则为无瘫痪型则为无瘫痪型。。。。少数病人进入瘫痪期少数病人进入瘫痪期少数病人进入瘫痪期少数病人进入瘫痪期。。。。



瘫瘫瘫瘫 痪痪痪痪 期期期期

脊髓型脊髓型脊髓型脊髓型 最长见最长见最长见最长见，，，，呈驰缓型呈驰缓型呈驰缓型呈驰缓型，，，，不对称不对称不对称不对称。。。。可累及任何肌群可累及任何肌群可累及任何肌群可累及任何肌群，，，，以以以以

下肢瘫痪多见下肢瘫痪多见下肢瘫痪多见下肢瘫痪多见。。。。呼吸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呼吸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呼吸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呼吸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肠及膀肠及膀肠及膀肠及膀

分为四种类型分为四种类型分为四种类型分为四种类型

下肢瘫痪多见下肢瘫痪多见下肢瘫痪多见下肢瘫痪多见。。。。呼吸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呼吸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呼吸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呼吸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肠及膀肠及膀肠及膀肠及膀

胱瘫痪引起肠麻痹及尿潴留胱瘫痪引起肠麻痹及尿潴留胱瘫痪引起肠麻痹及尿潴留胱瘫痪引起肠麻痹及尿潴留。。。。

脑干型脑干型脑干型脑干型 分脑神经瘫痪分脑神经瘫痪分脑神经瘫痪分脑神经瘫痪、、、、呼吸中枢瘫痪和血管运动中枢瘫痪呼吸中枢瘫痪和血管运动中枢瘫痪呼吸中枢瘫痪和血管运动中枢瘫痪呼吸中枢瘫痪和血管运动中枢瘫痪。。。。

脑型脑型脑型脑型 较少见较少见较少见较少见，，，，表现与病毒性脑炎类似表现与病毒性脑炎类似表现与病毒性脑炎类似表现与病毒性脑炎类似。。。。

混合型混合型混合型混合型 上述各型同时存在上述各型同时存在上述各型同时存在上述各型同时存在，，，，其中以脊髓型和脑干型同时存其中以脊髓型和脑干型同时存其中以脊髓型和脑干型同时存其中以脊髓型和脑干型同时存

在最常见在最常见在最常见在最常见。。。。



恢恢恢恢 复复复复 期期期期

从肢体远端小肌群开始恢复从肢体远端小肌群开始恢复从肢体远端小肌群开始恢复从肢体远端小肌群开始恢复，，，，继之近端大继之近端大继之近端大继之近端大

肌群肌群肌群肌群。。。。轻者轻者轻者轻者1－－－－3个月恢复个月恢复个月恢复个月恢复，，，，重者重者重者重者12－－－－18个月甚个月甚个月甚个月甚

至更久恢复至更久恢复至更久恢复至更久恢复。。。。



后后后后 遗遗遗遗 症症症症 期期期期

1111－－－－2222年不恢复则为后遗症年不恢复则为后遗症年不恢复则为后遗症年不恢复则为后遗症，，，，可导致肌肉萎可导致肌肉萎可导致肌肉萎可导致肌肉萎

缩及畸形缩及畸形缩及畸形缩及畸形，，，，如脊柱弯曲如脊柱弯曲如脊柱弯曲如脊柱弯曲、、、、足内翻足内翻足内翻足内翻、、、、足外翻及足足外翻及足足外翻及足足外翻及足

下垂等下垂等下垂等下垂等。。。。下垂等下垂等下垂等下垂等。。。。



并并并并 发发发发 症症症症

多见于脑干型患者多见于脑干型患者多见于脑干型患者多见于脑干型患者，，，，因有吞咽困难及呼吸障因有吞咽困难及呼吸障因有吞咽困难及呼吸障因有吞咽困难及呼吸障

碍发生吸入性肺炎及肺不张碍发生吸入性肺炎及肺不张碍发生吸入性肺炎及肺不张碍发生吸入性肺炎及肺不张。。。。碍发生吸入性肺炎及肺不张碍发生吸入性肺炎及肺不张碍发生吸入性肺炎及肺不张碍发生吸入性肺炎及肺不张。。。。

尿潴留患者发生泌尿系感染尿潴留患者发生泌尿系感染尿潴留患者发生泌尿系感染尿潴留患者发生泌尿系感染。。。。

长期卧床者因骨质脱钙发生高钙血症及泌尿长期卧床者因骨质脱钙发生高钙血症及泌尿长期卧床者因骨质脱钙发生高钙血症及泌尿长期卧床者因骨质脱钙发生高钙血症及泌尿

系结石系结石系结石系结石。。。。



脊髓灰质炎诊断标准脊髓灰质炎诊断标准脊髓灰质炎诊断标准脊髓灰质炎诊断标准

诊断原则诊断原则诊断原则诊断原则：：：：根据根据根据根据病病病病史史史史、、、、临床临床临床临床症状症状症状症状、、、、体体体体检检检检及及及及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等进行等进行等进行等进行综综综综

合分合分合分合分析析析析。。。。

诊断诊断诊断诊断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1.1.1.1.疑疑疑疑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

病病病病因因因因不不不不明明明明的任何的任何的任何的任何急急急急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AFP)AFP)AFP)AFP)，，，，包括包括包括包括15151515岁以下岁以下岁以下岁以下临床初临床初临床初临床初

步步步步诊断为诊断为诊断为诊断为GBSGBSGBSGBS的病例的病例的病例的病例。。。。

注注注注：：：：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16294GB 16294GB 16294GB 16294----1996199619961996



2.2.2.2.临床符临床符临床符临床符合病例和合病例和合病例和合病例和野野野野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确确确确诊病例诊病例诊病例诊病例

2.12.12.12.1病病病病史史史史

与与与与确确确确诊脊髓灰质炎病人有诊脊髓灰质炎病人有诊脊髓灰质炎病人有诊脊髓灰质炎病人有接触史接触史接触史接触史，，，，经过经过经过经过2222－－－－35d35d35d35d（（（（一一一一般般般般为为为为7777----14d14d14d14d））））

的的的的潜伏潜伏潜伏潜伏期或期或期或期或接触史接触史接触史接触史不不不不明明明明显显显显,,,,有如下有如下有如下有如下临床临床临床临床症状者症状者症状者症状者。。。。

2.22.22.22.2临床临床临床临床表现表现表现表现2.22.22.22.2临床临床临床临床表现表现表现表现

2.2.12.2.12.2.12.2.1发热发热发热发热、、、、烦躁不安烦躁不安烦躁不安烦躁不安、、、、多汗多汗多汗多汗、、、、颈背强直颈背强直颈背强直颈背强直、、、、恶心及腓肠肌触痛等症状恶心及腓肠肌触痛等症状恶心及腓肠肌触痛等症状恶心及腓肠肌触痛等症状。。。。

热退后出现不对称性弛缓性麻痹热退后出现不对称性弛缓性麻痹热退后出现不对称性弛缓性麻痹热退后出现不对称性弛缓性麻痹。。。。查体躯体或肢体肌张力减弱查体躯体或肢体肌张力减弱查体躯体或肢体肌张力减弱查体躯体或肢体肌张力减弱，，，，肢肢肢肢

体体体体（（（（或或或或／／／／和腹肌和腹肌和腹肌和腹肌））））不对称性不对称性不对称性不对称性（（（（单侧或双侧单侧或双侧单侧或双侧单侧或双侧））））弛缓性麻痹弛缓性麻痹弛缓性麻痹弛缓性麻痹，，，，深部腱反深部腱反深部腱反深部腱反

射减弱或消失射减弱或消失射减弱或消失射减弱或消失，，，，但无明显感觉障碍但无明显感觉障碍但无明显感觉障碍但无明显感觉障碍。。。。



2.32.32.32.3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实验室检查

2.3.1 2.3.1 2.3.1 2.3.1 发病后从粪便发病后从粪便发病后从粪便发病后从粪便、、、、 咽部咽部咽部咽部、、、、脑脊液脑脊液脑脊液脑脊液、、、、脑或脊髓组织中分离脑或脊髓组织中分离脑或脊髓组织中分离脑或脊髓组织中分离

到病毒到病毒到病毒到病毒，，，，并鉴定为脊髓灰质炎野毒株者并鉴定为脊髓灰质炎野毒株者并鉴定为脊髓灰质炎野毒株者并鉴定为脊髓灰质炎野毒株者。。。。

2.2.2 2.2.2 2.2.2 2.2.2 麻痹后麻痹后麻痹后麻痹后60d60d60d60d仍残留弛缓性麻痹者仍残留弛缓性麻痹者仍残留弛缓性麻痹者仍残留弛缓性麻痹者，，，，未发现其它病因未发现其它病因未发现其它病因未发现其它病因（（（（后后后后

期可呈现肌萎缩期可呈现肌萎缩期可呈现肌萎缩期可呈现肌萎缩）。）。）。）。

2.2.3 2.2.3 2.2.3 2.2.3 疑似病人死亡疑似病人死亡疑似病人死亡疑似病人死亡，，，，不能提供否定脊髓灰质炎诊断依据不能提供否定脊髓灰质炎诊断依据不能提供否定脊髓灰质炎诊断依据不能提供否定脊髓灰质炎诊断依据。。。。

2.2.4 2.2.4 2.2.4 2.2.4 疑似病人疑似病人疑似病人疑似病人60d60d60d60d后失访后失访后失访后失访。。。。



2.3.2 2.3.2 2.3.2 2.3.2 发病前发病前发病前发病前 6666周内未服过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周内未服过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周内未服过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周内未服过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发病后发病后发病后发病后1111个月内从脑脊液或个月内从脑脊液或个月内从脑脊液或个月内从脑脊液或

血液中查到抗脊髓灰质炎病毒血液中查到抗脊髓灰质炎病毒血液中查到抗脊髓灰质炎病毒血液中查到抗脊髓灰质炎病毒IgMIgMIgMIgM抗体抗体抗体抗体。。。。

2.3.3 2.3.3 2.3.3 2.3.3 发病后未再服用脊髓灰质炎疫苗或接触疫苗病毒发病后未再服用脊髓灰质炎疫苗或接触疫苗病毒发病后未再服用脊髓灰质炎疫苗或接触疫苗病毒发病后未再服用脊髓灰质炎疫苗或接触疫苗病毒，，，，而恢复期病人血而恢复期病人血而恢复期病人血而恢复期病人血

清中和抗体或特异性清中和抗体或特异性清中和抗体或特异性清中和抗体或特异性 IgGIgGIgGIgG抗体滴度比急性期有抗体滴度比急性期有抗体滴度比急性期有抗体滴度比急性期有 4444倍升高者或脑脊液倍升高者或脑脊液倍升高者或脑脊液倍升高者或脑脊液IgGIgGIgGIgG抗体抗体抗体抗体

明显升高明显升高明显升高明显升高。。。。

判判判判断断断断：：：：

临床符临床符临床符临床符合病例合病例合病例合病例：：：：疑疑疑疑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加加加加2.12.12.12.1和和和和2.2.1;2.2.1;2.2.1;2.2.1;或或或或疑疑疑疑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加加加加2.2.2;2.2.2;2.2.2;2.2.2;或或或或疑疑疑疑

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加加加加2.2.3;2.2.3;2.2.3;2.2.3;或或或或疑疑疑疑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加加加加2.2.4;2.2.4;2.2.4;2.2.4;或或或或疑疑疑疑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加加加加2.3.2;2.3.2;2.3.2;2.3.2;或或或或疑疑疑疑似病似病似病似病

例例例例加加加加2.3.3;2.3.3;2.3.3;2.3.3;

野野野野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确确确确诊病例诊病例诊病例诊病例：：：：疑疑疑疑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似病例加加加加2.3.12.3.12.3.12.3.1



3333．．．．排除病例排除病例排除病例排除病例

3.1 3.1 3.1 3.1 疑似病人经明确诊断为非脊髓灰质炎的病例疑似病人经明确诊断为非脊髓灰质炎的病例疑似病人经明确诊断为非脊髓灰质炎的病例疑似病人经明确诊断为非脊髓灰质炎的病例。。。。

a.a.a.a.格林格林格林格林--------巴利综合征巴利综合征巴利综合征巴利综合征（（（（经临床或经临床或经临床或经临床或／／／／与脑脊液蛋白与细胞检测明确诊断与脑脊液蛋白与细胞检测明确诊断与脑脊液蛋白与细胞检测明确诊断与脑脊液蛋白与细胞检测明确诊断）；）；）；）；

b.b.b.b.有病毒分离或血清学依据确诊为其它肠道病毒感染有病毒分离或血清学依据确诊为其它肠道病毒感染有病毒分离或血清学依据确诊为其它肠道病毒感染有病毒分离或血清学依据确诊为其它肠道病毒感染；；；；

c.c.c.c.横断性脊髓炎横断性脊髓炎横断性脊髓炎横断性脊髓炎；；；；

d.d.d.d.创伤性神经炎创伤性神经炎创伤性神经炎创伤性神经炎；；；；

e.e.e.e.其它疾病其它疾病其它疾病其它疾病（（（（请注明诊断的病名和依据请注明诊断的病名和依据请注明诊断的病名和依据请注明诊断的病名和依据）。）。）。）。

3.2 3.2 3.2 3.2 疑似病例麻痹后疑似病例麻痹后疑似病例麻痹后疑似病例麻痹后60606060天随访无残留麻痹天随访无残留麻痹天随访无残留麻痹天随访无残留麻痹，，，，粪便标本未分离到脊灰病毒或粪便标本未分离到脊灰病毒或粪便标本未分离到脊灰病毒或粪便标本未分离到脊灰病毒或

麻痹后二周内血清或脑脊液麻痹后二周内血清或脑脊液麻痹后二周内血清或脑脊液麻痹后二周内血清或脑脊液IgMIgMIgMIgM抗体阴性抗体阴性抗体阴性抗体阴性。。。。麻痹后二周内血清或脑脊液麻痹后二周内血清或脑脊液麻痹后二周内血清或脑脊液麻痹后二周内血清或脑脊液IgMIgMIgMIgM抗体阴性抗体阴性抗体阴性抗体阴性。。。。

3.3 3.3 3.3 3.3 疑似病例麻痹后疑似病例麻痹后疑似病例麻痹后疑似病例麻痹后60606060天虽残留麻痹天虽残留麻痹天虽残留麻痹天虽残留麻痹,,,,但对病例起病二周内但对病例起病二周内但对病例起病二周内但对病例起病二周内，，，，间隔间隔间隔间隔 24242424--------48484848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收集的二份粪便标本经收集的二份粪便标本经收集的二份粪便标本经收集的二份粪便标本经RDRDRDRD和和和和HepHepHepHep----2222二种细胞盲传二代二种细胞盲传二代二种细胞盲传二代二种细胞盲传二代，，，，均未分离到均未分离到均未分离到均未分离到

脊髓灰质炎野毒者脊髓灰质炎野毒者脊髓灰质炎野毒者脊髓灰质炎野毒者。。。。

3333．．．．4 4 4 4 麻痹后麻痹后麻痹后麻痹后 60 60 60 60 天虽残留麻痹天虽残留麻痹天虽残留麻痹天虽残留麻痹，，，，但发病四周内脑脊液或血液特异性但发病四周内脑脊液或血液特异性但发病四周内脑脊液或血液特异性但发病四周内脑脊液或血液特异性IgMIgMIgMIgM抗抗抗抗

体阴性体阴性体阴性体阴性,,,,恢复期血清中和抗体或特异性恢复期血清中和抗体或特异性恢复期血清中和抗体或特异性恢复期血清中和抗体或特异性IgGIgGIgGIgG抗体比急性期无抗体比急性期无抗体比急性期无抗体比急性期无4444倍以上升高者倍以上升高者倍以上升高者倍以上升高者。。。。

判断判断判断判断::::凡符合凡符合凡符合凡符合3.13.13.13.1或或或或3.23.23.23.2或或或或3.33.33.33.3或或或或3.43.43.43.4作为排除病例作为排除病例作为排除病例作为排除病例。。。。



4. 4. 4. 4. 疫疫疫疫苗相关苗相关苗相关苗相关病例病例病例病例

4.1 4.1 4.1 4.1 服苗服苗服苗服苗者疫者疫者疫者疫苗相关苗相关苗相关苗相关病例病例病例病例

服用活服用活服用活服用活疫疫疫疫苗苗苗苗（（（（尤尤尤尤其是其是其是其是首剂服苗首剂服苗首剂服苗首剂服苗））））后后后后4444----35d35d35d35d内内内内发热发热发热发热，，，，6666----40d40d40d40d出现出现出现出现

急急急急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无无无无明明明明显感觉显感觉显感觉显感觉丧丧丧丧失失失失，，，，临床临床临床临床诊断诊断诊断诊断符符符符合脊髓灰质炎合脊髓灰质炎合脊髓灰质炎合脊髓灰质炎。。。。

麻痹后未麻痹后未麻痹后未麻痹后未再服用再服用再服用再服用脊灰脊灰脊灰脊灰活活活活疫疫疫疫苗苗苗苗，，，，从从从从粪粪粪粪便标本只便标本只便标本只便标本只分分分分离到离到离到离到脊髓灰质炎疫脊髓灰质炎疫脊髓灰质炎疫脊髓灰质炎疫

苗株苗株苗株苗株病毒病毒病毒病毒，，，，如有血如有血如有血如有血清学检测清学检测清学检测清学检测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IgMIgMIgMIgM抗抗抗抗体阳性体阳性体阳性体阳性，，，，或中和或中和或中和或中和抗抗抗抗

体或体或体或体或IgGIgGIgGIgG抗抗抗抗体有体有体有体有4444倍倍倍倍增高增高增高增高并并并并与分与分与分与分离离离离的疫的疫的疫的疫苗株苗株苗株苗株病毒型别病毒型别病毒型别病毒型别相相相相一一一一致致致致者者者者，，，，则则则则

诊断诊断诊断诊断依据更充依据更充依据更充依据更充分分分分。。。。诊断诊断诊断诊断依据更充依据更充依据更充依据更充分分分分。。。。

4.2 4.2 4.2 4.2 服苗接触服苗接触服苗接触服苗接触者的疫者的疫者的疫者的疫苗相关苗相关苗相关苗相关病例病例病例病例

与与与与服活服活服活服活疫疫疫疫苗苗苗苗者在者在者在者在服苗服苗服苗服苗后后后后35d35d35d35d内内内内有有有有密切接触史密切接触史密切接触史密切接触史，，，，接触接触接触接触后后后后6666----60d60d60d60d出出出出

现现现现急急急急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性弛缓性麻痹，，，，符符符符合脊髓灰质炎的合脊髓灰质炎的合脊髓灰质炎的合脊髓灰质炎的临床临床临床临床诊断诊断诊断诊断。。。。麻痹后未麻痹后未麻痹后未麻痹后未再服再服再服再服

脊灰脊灰脊灰脊灰活活活活疫疫疫疫苗苗苗苗，，，，粪粪粪粪便便便便中中中中只只只只分分分分离到离到离到离到脊髓灰质炎疫脊髓灰质炎疫脊髓灰质炎疫脊髓灰质炎疫苗株苗株苗株苗株病毒病毒病毒病毒，，，，如有血如有血如有血如有血清清清清

学学学学特特特特异异异异性性性性IgMIgMIgMIgM抗抗抗抗体阳性或体阳性或体阳性或体阳性或IgGIgGIgGIgG抗抗抗抗体体体体（（（（或中和或中和或中和或中和抗抗抗抗体体体体））））4444倍倍倍倍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升升升升高高高高并并并并

与分与分与分与分离离离离疫疫疫疫苗株苗株苗株苗株病毒型别病毒型别病毒型别病毒型别相相相相一一一一致致致致，，，，则诊断则诊断则诊断则诊断依据更充依据更充依据更充依据更充分分分分。。。。



鉴鉴鉴鉴 别别别别 诊诊诊诊 断断断断

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 (GBS)

1、、、、多发于大龄儿童多发于大龄儿童多发于大龄儿童多发于大龄儿童

2、、、、无发热无发热无发热无发热。。。。驰缓性瘫痪渐进发生驰缓性瘫痪渐进发生驰缓性瘫痪渐进发生驰缓性瘫痪渐进发生，，，，呈上行性呈上行性呈上行性呈上行性，，，，

对称性对称性对称性对称性，，，，伴感觉障碍伴感觉障碍伴感觉障碍伴感觉障碍。。。。对称性对称性对称性对称性，，，，伴感觉障碍伴感觉障碍伴感觉障碍伴感觉障碍。。。。

4、、、、蛋白细胞分离现象蛋白细胞分离现象蛋白细胞分离现象蛋白细胞分离现象。。。。

5、、、、瘫痪恢复快瘫痪恢复快瘫痪恢复快瘫痪恢复快，，，，后遗症少后遗症少后遗症少后遗症少，，，，不呈流行性不呈流行性不呈流行性不呈流行性。。。。

6、、、、肌电图示周围神经传导速度减慢肌电图示周围神经传导速度减慢肌电图示周围神经传导速度减慢肌电图示周围神经传导速度减慢，，，，提示提示提示提示

神经髓鞘损伤神经髓鞘损伤神经髓鞘损伤神经髓鞘损伤。。。。



横断性脊髓炎横断性脊髓炎横断性脊髓炎横断性脊髓炎

1、、、、上运动神经元瘫上运动神经元瘫上运动神经元瘫上运动神经元瘫，，，，发病早期处于脊髓休克期发病早期处于脊髓休克期发病早期处于脊髓休克期发病早期处于脊髓休克期。。。。

2、、、、表现为病变水平以下肢体瘫痪表现为病变水平以下肢体瘫痪表现为病变水平以下肢体瘫痪表现为病变水平以下肢体瘫痪，，，，各种感觉缺失各种感觉缺失各种感觉缺失各种感觉缺失

膀胱膀胱膀胱膀胱、、、、直肠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直肠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直肠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直肠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3、、、、3－－－－4周休克期消失周休克期消失周休克期消失周休克期消失，，，，变为痉挛性瘫痪变为痉挛性瘫痪变为痉挛性瘫痪变为痉挛性瘫痪。。。。



其它肠道病毒感染其它肠道病毒感染其它肠道病毒感染其它肠道病毒感染（（（（柯萨奇柯萨奇柯萨奇柯萨奇、、、、埃可等埃可等埃可等埃可等））））

1111、、、、瘫痪程度轻瘫痪程度轻瘫痪程度轻瘫痪程度轻，，，，范围小范围小范围小范围小，，，，后遗症少后遗症少后遗症少后遗症少。。。。

2222、、、、依赖病原依赖病原依赖病原依赖病原学学学学及血清免疫及血清免疫及血清免疫及血清免疫学检测作鉴别学检测作鉴别学检测作鉴别学检测作鉴别。。。。

家族家族家族家族性周期性瘫痪性周期性瘫痪性周期性瘫痪性周期性瘫痪

1、、、、有有有有家族史家族史家族史家族史及及及及既往既往既往既往发发发发作史作史作史作史。。。。

2、、、、无热无热无热无热，，，，突突突突发瘫痪发瘫痪发瘫痪发瘫痪，，，，发发发发展迅展迅展迅展迅速速速速，，，，呈呈呈呈全身全身全身全身性及对性及对性及对性及对

称性称性称性称性。。。。

3、、、、发发发发作时钾作时钾作时钾作时钾离离离离子降子降子降子降低低低低，，，，补钾补钾补钾补钾后恢复后恢复后恢复后恢复，，，，反反反反复发复发复发复发作作作作。。。。



病毒性脑炎病毒性脑炎病毒性脑炎病毒性脑炎

脑型或脑干型脊髓灰质炎脑型或脑干型脊髓灰质炎脑型或脑干型脊髓灰质炎脑型或脑干型脊髓灰质炎须须须须与与与与乙乙乙乙脑及脑及脑及脑及腮腺腮腺腮腺腮腺炎病炎病炎病炎病

毒引起的病毒性脑炎鉴别毒引起的病毒性脑炎鉴别毒引起的病毒性脑炎鉴别毒引起的病毒性脑炎鉴别。。。。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依赖依赖依赖依赖不同的流行病不同的流行病不同的流行病不同的流行病学学学学及血及血及血及血清清清清免疫免疫免疫免疫学检测来学检测来学检测来学检测来

鉴别鉴别鉴别鉴别。。。。

假假假假性瘫性瘫性瘫性瘫

因骨折因骨折因骨折因骨折、、、、关节关节关节关节炎炎炎炎、、、、骨骨骨骨髓炎髓炎髓炎髓炎使使使使肢体肢体肢体肢体活活活活动减少而动减少而动减少而动减少而误误误误诊诊诊诊。。。。

详详详详细细细细询问询问询问询问病病病病史史史史。。。。

X光检查光检查光检查光检查。。。。



治治治治 疗疗疗疗

前前前前驱驱驱驱期及瘫痪前期期及瘫痪前期期及瘫痪前期期及瘫痪前期 卧床休息卧床休息卧床休息卧床休息，，，，避避避避免肌肉免肌肉免肌肉免肌肉注注注注射等射等射等射等刺激刺激刺激刺激，，，，重重重重者可短者可短者可短者可短

期期期期应用肾应用肾应用肾应用肾上上上上腺腺腺腺皮质皮质皮质皮质激素激素激素激素，，，，烦躁烦躁烦躁烦躁、、、、发热及肌肉疼痛剧烈者可发热及肌肉疼痛剧烈者可发热及肌肉疼痛剧烈者可发热及肌肉疼痛剧烈者可用镇静用镇静用镇静用镇静、、、、

无无无无特效治疗特效治疗特效治疗特效治疗，，，，做好护理做好护理做好护理做好护理及病及病及病及病情监护情监护情监护情监护。。。。

期期期期应用肾应用肾应用肾应用肾上上上上腺腺腺腺皮质皮质皮质皮质激素激素激素激素，，，，烦躁烦躁烦躁烦躁、、、、发热及肌肉疼痛剧烈者可发热及肌肉疼痛剧烈者可发热及肌肉疼痛剧烈者可发热及肌肉疼痛剧烈者可用镇静用镇静用镇静用镇静、、、、

解解解解热及热及热及热及止止止止痛痛痛痛药药药药。。。。

瘫痪期瘫痪期瘫痪期瘫痪期 保保保保持持持持功能功能功能功能位位位位，，，，用支用支用支用支架架架架防止防止防止防止肢体受肢体受肢体受肢体受压压压压及发及发及发及发生足生足生足生足下下下下垂垂垂垂，，，，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VcVcVcVc能量能量能量能量合合合合剂剂剂剂，，，，瘫痪瘫痪瘫痪瘫痪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后后后后加用加兰他加用加兰他加用加兰他加用加兰他敏及敏及敏及敏及地巴唑地巴唑地巴唑地巴唑。。。。呼吸障碍者呼吸障碍者呼吸障碍者呼吸障碍者，，，，必必必必

要时要时要时要时气气气气管管管管切开切开切开切开，，，，人人人人工工工工呼吸呼吸呼吸呼吸机机机机。。。。

恢复期及后恢复期及后恢复期及后恢复期及后遗遗遗遗症期症期症期症期 可可可可用针灸用针灸用针灸用针灸、、、、按摩按摩按摩按摩及理及理及理及理疗促疗促疗促疗促进瘫痪肌肉恢复进瘫痪肌肉恢复进瘫痪肌肉恢复进瘫痪肌肉恢复，，，，若若若若

严重畸形须严重畸形须严重畸形须严重畸形须行行行行畸形矫正术畸形矫正术畸形矫正术畸形矫正术。。。。



预预预预 防防防防

维维维维持高持高持高持高水平水平水平水平免疫免疫免疫免疫覆盖覆盖覆盖覆盖率是消率是消率是消率是消灭灭灭灭脊髓灰质炎的有脊髓灰质炎的有脊髓灰质炎的有脊髓灰质炎的有效措施效措施效措施效措施

主动免疫主动免疫主动免疫主动免疫 多多多多采用采用采用采用口口口口服服服服减毒减毒减毒减毒活活活活疫疫疫疫苗苗苗苗。。。。生生生生后后后后2222月月月月，，，，连续连续连续连续三三三三次间隔次间隔次间隔次间隔主动免疫主动免疫主动免疫主动免疫 多多多多采用采用采用采用口口口口服服服服减毒减毒减毒减毒活活活活疫疫疫疫苗苗苗苗。。。。生生生生后后后后2222月月月月，，，，连续连续连续连续三三三三次间隔次间隔次间隔次间隔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四四四四岁岁岁岁加加加加强强强强。。。。冬春季服用冬春季服用冬春季服用冬春季服用;;;;避避避避免免免免开水服用开水服用开水服用开水服用；；；；近近近近

年有年有年有年有因因因因口口口口服服服服疫疫疫疫苗苗苗苗而而而而致致致致病病病病故故故故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者禁用禁用禁用禁用减毒减毒减毒减毒

活活活活疫疫疫疫苗苗苗苗，，，，可可可可用灭活用灭活用灭活用灭活疫疫疫疫苗苗苗苗。。。。

被被被被动免疫动免疫动免疫动免疫 对与对与对与对与患患患患者有者有者有者有密切接触密切接触密切接触密切接触的易感者的易感者的易感者的易感者，，，，按按按按0.30.30.30.3－－－－0.5ml/kg0.5ml/kg0.5ml/kg0.5ml/kg

注注注注射射射射丙种球蛋白丙种球蛋白丙种球蛋白丙种球蛋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避避避避免发病或减免发病或减免发病或减免发病或减轻轻轻轻症状症状症状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