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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资料

案例一：趴着约 200 条寄生虫的睫毛

患者小林，女，20 岁，居住于南京农村，三个月前突发眼睛

瘙痒，病因不明，未去医院就诊，自行购买止痒药物，药名不

详，揉搓眼睛后瘙痒消除。一天前因眼睛红肿发痒遂到南京中

医院眼科门诊部就医，自述有宠物狗接触史，饮食、睡眠正常，

体重正常，否认眼部外伤史，否认糖尿病高血压，否认传染病

史、遗传病史，无过敏史。医生视诊时意外发现小林的睫毛上

趴满了寄生虫，几乎每根睫毛根部都有一条寄生虫紧紧抱着

睫毛，寄生虫数估算有 200 条。遂主治医生用消毒棉签尝试擦

拭掉寄生虫，无果后行眼睑睫毛齐根剪切术[1]。南京中医院眼

昳科副主任医师刘 根据这些寄生虫的外形和习性，初步判断

是狗虱感染，后经检验科证实寄生虫确为虱。经小林验证，自

己特别喜欢狗，所以家里养了一只狗，并且跟狗密切接触，就

连晚上也睡在一起。

案例二：眼睛里面长出毛

患者男，19 岁，两年前突发眼睛轻度瘙痒，遂去当地医院

眼科就诊，行眼底镜检查后未发现异常，给予止痒药物治疗，

药名不详，服用后瘙痒减退。一天前因视力模糊来到我院眼科

就诊，患者自述无疼痛，但肿块造成视力缺陷，眨眼时有轻微

的不适，并且间歇有异物存在的感觉，饮食、睡眠正常，体重正

常，否认眼部外伤史，否认糖尿病高血压，否认传染病史、遗传

病史，无过敏史。遂行眼底镜检查，发现右眼有一个白色的卵

圆形肿块，直径为 5mm伊6mm，横跨颞下缘，肿块处长出几根黑

毛。视力检查：左眼视力为 20/20，右眼视力为 20/60，右眼有弱

视和散光，眼压正常[2]。后组织病理证实为角膜缘皮肤病。遂进

行手术切除，由于美容原因行板层角膜移植术，术后弱视和散

光无明显改善。

案例三：皮肤毛迁移（CPM）

患者男，6 个月大，12 小时前他的母亲注意到婴儿左腿后

侧有一条黑色的、螺纹状的线条，并且观察到这条线在婴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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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上移动，未给予治疗。当天因婴儿左腿后侧出现大量皮疹于

我院皮肤科就诊，发病前期婴儿没有出现瘙痒，饮食、睡眠不

良，体重降低，否认眼部外伤史，否认糖尿病高血压，否认传染

病史、遗传病史，无过敏史，CPM 的实际提交期不详。体格检查

发现左腿后侧有一个表皮破裂，在皮肤表面清晰地观察到一

条细小的、非常浅薄的黑线，病灶周围无炎症征象。遂用外科

小钳子从破裂处拔出一根棕色的头发，长 2.5 厘米，从表皮床

上拔出，少量出血[3]。黑线显示为无毛囊的裸发轴，经验证病人

的头发轴与他母亲的头发非常相似，进一步说明疾病可能是

母亲常年抱孩子，母亲头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婴儿的皮肤

而引起的。去除毛发后，皮疹立即消退。

2 讨论

案例一：虱子的成虫和若虫终生在宿主身上吸血，宿主主

要是陆生哺乳动物，通过接触传播。虱子不仅吸血，而且会使

宿主奇痒不止，并能传染给很多人畜共患病。狗为家庭中最常

养的宠物之一，虱子常附着在狗的毛发上，而狗又有舔舐毛发

的习性。狗舔毛时舌头上黏上虱子，再舔舐主人面部时，虱子

也发生了转移。虱子有群集的习性，头虱主要寄生在头部毛发

中，多集中在耳后发根，体虱则多集中于衣领、衣缝、裤腰处。

眼睛是个湿润干净、有毛发生长的部位，容易成为寄生虫的聚

集地。寄生虫长期寄居在人的眼睛里，容易引发结膜炎等眼部

炎症。虱子还能传播回归热等世界传染性疾病，回归热螺旋体

寄生于虱子，当虱子咬人时，被咬部位很痒，人在用力抓痒时，

会把虱子挤破，它体液内的病原体会随抓痒而带入被咬的伤

口引起疾病[4-5]。因此，饲养宠物要格外注意与其保持距离，定

期给宠物驱虫、清洁，常用热水肥皂洗澡，并时常换衣服，注意

环境卫生。一旦发生眼部或身体其他部位不适，应尽早就诊。

案例二：鉴别诊断包括角膜缘皮样、异物肉芽肿、不典型

翼状胬肉和角膜瘢痕。不典型翼状胬肉一般认为是受风尘、日

光、烟雾等长期的慢性外界刺激而引起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病

变，单眼或双眼受犯，为睑裂部球结膜及结膜下组织发生变

性、肥厚、增生，向角膜内发展，呈三角形的一种赘生组织，侵

犯角膜后日渐增大，甚至可覆盖至瞳孔区而严重影响视力，但

赘生物中无毛发等新生物。异物肉芽肿是非机体组织的各种

物质（如非金属碎片、玻璃、化纤、寄生性幼虫等）进入人体后，

在皮肤组织引起的过敏反应，其结构为肉芽肿性炎症反应。通

常异物进入机体到皮疹出现的时间较长，可由数月到数年不

等。组织病理检测巨噬细胞及异物巨细胞包围异物或出现结

核性结节，再结合临床表现和皮损特点即可鉴别。角膜缘皮样

的鉴别标志主要是肿块的形状和其内新生物，新生物可以是

毛发、牙齿等。

案例三：毛发引起的爬行疹也被描述为嵌入的头发、刚毛

迁徙者、挖洞的头发、匍匐的头发、迁移的头发和皮毛疹[6-8]。皮

肤毛迁移涉及的位置包括脚踝、脚底、脚趾、乳房、脸颊或颈

部、下巴和腹部，而本例患者位于左腿的后侧，以前未曾有过

报道。在所有被报道的儿童病例中，足部都发现了这样的毛发

碎片，表皮破裂可能是毛干进入皮肤的前提，鞋子和脚之间的

摩擦似乎是一个诱因。导致毛发轴迁移的不是自动移动，而是

身体表面运动的力量，就像头发轴自己在爬行。在案例三中，

导致毛发迁移的原因可能是母亲长期抱孩子，母亲掉落的头

发经婴儿伤口处进入组织，再加上婴儿活泼好动，导致毛发轴

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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