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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brinous pneumonia is a kind of acute pneumonia filling with cellulose in the alveolar space. 
When the body resistance is declined, based on the fibrinous pneumonia, pyogenic bacteria often 
induce secondary or concurrent infection, and further cause the formation of necrosis and abscess 
in the lung tissues. In this case, the lung is covered with gray fibrinous exudate and forms pseu-
domembrane. It is full of light yellow or milky white exudate shaped like bean curd and mixed 
with fibrin clot in the thoracic cavity. Then, alveolar cavities appear a large number of reticular 
fibers, through which a large number of inflammatory cells, detached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and 
red blood cells can be observed. Part of the lung tissue forms necrosis and abscess. Focal necrosis 
occurs in li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relevant histo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report of 
suppurative fibrinous pneumonia about sea lions in China, we summary the report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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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纤维素性肺炎(Fibrinous Pneumonia)是以肺泡腔内有大量纤维素渗出为特征的一种急性肺炎。当机体

抵抗力下降时，在纤维素性肺炎的基础上，常继发或并发化脓菌的感染，进一步引起肺组织发生坏死和

形成脓肿。本病例中，眼观，海狮肺脏表面被覆灰白色纤维素性渗出物形成的假膜，胸腔内形成淡黄色

或乳白的、豆渣样混有纤维素凝块的大片渗出物。光镜下，肺泡腔内出现大量网状纤维素，在纤维素网

眼中可见大量炎性细胞、脱落的肺泡上皮细胞、红细胞。部分区域肺组织发生坏死和形成脓肿。肝脏发

生局灶性坏死。鉴于国内尚无有关海狮化脓性纤维素性肺炎组织病理学观察的报道，故报告如下，供同

行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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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纤维素性肺炎(Fibrinous Pneumonia)也叫格鲁布性肺炎(Croupous Pneumonia)，炎症通常侵犯一个大叶，

甚至一侧肺或全肺，所以又叫大叶性肺炎(Lobar Pneumonia)。纤维素性肺炎的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包

括充血水肿(Congestion and Edema)期、红色肝变(Red Hepatization)期、灰色肝变(Grey Hepatization)期、消

散(Resolution or Lysis)期。4 个时期的病理变化并非在每一个病例都可见到，但可以见于同一肺脏的不同

部位，而且炎症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因此发生大叶性肺炎时，动物肺脏切面往往呈现出色彩不一

的大理石样外观(大理石样变)[1]-[6]。在此病例中，肺脏主要表现为红色肝变期和灰色肝变期的组织病理

学变化特征，部分区域也可见增生肉芽组织长入将渗出物机化。海狮作为海洋馆的表演动物，可能由于

水、冷冻鱼、空气质量不佳、表演场次较多致身体疲劳，机体抵抗力降低，呼吸系统的防御能力受损，

形成纤维素性肺炎的主要诱因。病原微生物主要经过气源性感染，然后沿支气管树进行播散，炎症的范

围不断扩大，侵害一个大叶或更大的范围。因为此时海狮抵抗力低下，可能继发化脓菌感染，进一步引

起肺组织发生坏死，形成脓肿。胸膜表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纤维素性渗出物，并有大量豆渣样淡黄色或乳

白色渗出物沉积。由于海狮是水生哺乳动物，体积大，皮肤脂肪层厚，呼吸表现不像陆地哺乳类动物那

么明显，往往难于观察，这就给诊断与防治带来一定的难度。鉴于国内此类病例的组织病理学观察的报

道较少，作者对剖检后肺脏的大体病变和组织病理学变化进行详细描述以供交流和讨论。 

2. 材料与方法 

2.1. 送检方法 

10%福尔马林液固定组织样品。 

2.2. 试验方法 

2.2.1. 取材 
清点送检的样本，无误后，进行病理系统编号，用手术刀片切取大小为 1 cm × 1 cm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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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制片 
标本经常规组织处理，石蜡包埋，5 μm 切片 

2.2.3. 染色 
采用最为常用的 HE 染色法，步骤如下：迈耶氏苏木精 10 min→水洗 2 min→1%盐酸酒精 3 s→水洗

2 min→0.5%氨水 5 min→水洗 2 rain→伊红 1.5 min→80%酒精 2 min→90%酒精 3 rain→无水酒精 I 3 min→
无水酒精 II5 min→二甲苯 I 3 min→二甲苯 II 5 min→中性树胶封片→镜检。 

2.2.4. 图像获取 
光学显微镜观察，采集数码图像。 

3. 观察结果 

3.1. 肺脏大体病变 

剖检可见胸膜表面覆盖一层乳白的或淡黄色纤维素性渗出物(图 1)；肺脏表面被覆假膜，呈现出色彩

不一的大理石样外观(图 1)；局部肺组织表面有大量的豆渣样淡黄色的渗出物沉积(图 2)，近距离观察纤

维素性渗出物颗粒感很强(图 2)。 

3.2. 肺脏组织病理学变化 

低倍镜下，肺脏正常结构消失不见，大片蓝染密集的炎性细胞周围附有多量纤维素蛋白。纤维蛋白

内散在炎性细胞灶(图 3)。支气管和细支气管腔内充满炎性细胞和脱落的上皮细胞。肺泡隔和肺泡腔内可

见大量的网状纤维素(图 4)。某些区域，间质、肺泡隔、血管和支气管周围成纤维细胞长入，增生大量的

肉芽组织(图 5)，高倍镜下，在纤维素网眼中可见大量的红细胞，多少不等的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淋

巴细胞及脱落的肺泡上皮细胞。支气管和细支气管内充满大量的坏死和脱落的上皮细胞，淡然的纤维素

网和蓝染的炎性细胞(图 3)。肉芽组织由新生的毛细血管，梭形细长的纤维母细胞和蓝染的炎性细胞构成

(图 6)。 

3.3. 肝脏组织病理学变化 

低倍镜下，肝小叶结构不清，肝细胞索排列紊乱，肝脏发生局灶性坏死，坏死灶均质粉染，周围一

圈炎性反应带，局部肝血窦淤血(图 7、图 8)。高倍镜下，肝细胞肿胀，坏死灶中间为变性坏死的肝细胞，

细胞胞浆均质淡染，细胞核固缩，溶解或消失，坏死灶周围围绕密集的炎性细胞带，细胞核嗜碱性强。 
 

 
Figure 1. The gross lesions of lung 
图 1. 肺脏大体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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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gross lesions of lung 
图 2. 肺脏大体病变 

 

 
Figure 3. Lung (HE stain 10 ×10×) 
图 3. 肺脏(HE 染色 10 × 10×) 

 

 
Figure 4. Lung (HE stain 20 × 10×) 
图 4. 肺脏(HE 染色 20 × 10×) 

 

局部肝血窦内红细胞溶解、紧密排列成红色条索(图 9)。 

4. 讨论 

海洋哺乳动物病例，由于其生活环境大多为非研究试验性质，同时大多数动物体型较大，临床上对

于疾病的诊断、药物的使用、治疗监测以及预后都有一定困难，需要各地方同行人员共同探讨和进一步

的深入研究。 
本病的发生主要是由病原菌感染所致，这些病原菌通常是口腔或上呼吸道内致病力较弱的常驻寄生

菌，在某些诱因影响下，特别是由于表演场次增多致极度疲劳，使机体抵抗力降低，呼吸系统的防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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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Lung (HE stain 20 × 10×) 
图 5. 肺脏(HE 染色 20 × 10×) 

 

 
Figure 6. Lung (HE stain 40 × 10×) 
图 6. 肺脏(HE 染色 40 × 10×) 

 

 
Figure 7. Liver (HE stain 10 × 10×) 
图 7. 肺脏(HE 染色 10 × 10×) 

 

能受损，细菌才得以入侵、繁殖，发挥致病作用，造成肺脏发生纤维素性肺炎，肺组织坏死，肝脏局灶

性坏死[7]。 
由于海狮对呼吸的耐受性特别强，加上肺的结构特殊，在静止状态下，一侧肺基本可维持其呼吸功

能，一般不会出现呼吸加快，只有当剧烈运动后，海狮才可能出现呼吸比其他健康的海狮加快。因此，

除了密切注意海狮运动后的表现(与其他海豚进行对照比较)外，最好还要借助 X 线、纤维支气管镜等仪

器设备进行检查，才能作出较为准确的诊断。患病海狮通常起病急临床症状不明显因此死亡率很高，这

就要求兽医人员必须高度重视动物的异常表现及时采取有效的诊断治疗措施。连续多次测量体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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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Liver (HE stain 20 × 10×) 
图 8. 肝脏(HE 染色 20 × 10×) 

 

 
Figure 9. Liver (HE stain 40 × 10×) 
图 9. 肝脏(HE 染色 40 × 10×) 

 

血液常规和生化检验对该病的早期诊断很有帮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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