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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家族性地中海热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ꎬ ＦＭＦ) 为一种遗传性自身炎症性疾病ꎬ 临床表现以周期性发热、
腹痛、 关节炎、 浆膜炎等为特点ꎬ 发病人群多集中于地中海地区ꎬ 起病年龄多在 ２０ 岁以前ꎮ 本文报道一例成年后起病的

ＦＭＦ 中国病例ꎬ 分析其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结果、 基因突变情况及治疗结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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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性地中海热 (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ꎬ
ＦＭＦ) 是一种遗传性周期性发热综合征ꎬ 属于自身炎症

性疾病ꎬ 多见于土耳其、 阿拉伯和犹太人种ꎮ 与获得性

免疫异常激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不同ꎬ 自身炎症性疾病

的发病机制与固有免疫的异常激活有关[１]ꎬ 因此实验

室检查表现为急性炎性指标升高、 而无自身抗体的形

成ꎮ 其中ꎬ 以周期性发热为典型临床表现的自身炎症性

疾病常有腹痛、 皮疹、 关节痛等伴随症状ꎮ ９５％的 ＦＭＦ
患者具有反复腹痛的临床表现ꎬ 而作为一种少见病ꎬ
ＦＭＦ 常被误诊为其他疾病如阑尾炎、 炎症性肠病、 肠

结核等ꎮ 据 ２００８ 年土耳其一项研究统计数据ꎬ ２６ ６％的

患者在诊断 ＦＭＦ 前曾接受阑尾切除术[２]ꎮ
本文报道一例以反复腹痛、 发热为突出表现ꎬ 在

多次消化系统评估阴性及阑尾切除术后仍反复发作ꎬ
最终基因检测确诊为 ＦＭＦ 的病例ꎮ 该病例提示ꎬ 在临

床上对周期性腹痛、 发热的患者进行全面评估时应考

虑到 ＦＭＦ 等自身炎症性疾病的可能性ꎬ 减少不必要的

外科干预ꎮ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ꎬ ３４ 岁ꎮ 以 “反复腹痛、 发热 ９ 年”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收住北京协和医院ꎮ
患者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无诱因出现以右下腹痛为著的

全腹疼痛ꎬ 伴发热ꎬ 体温最高 ３８ ~ ３９ ℃ꎬ 伴畏寒ꎬ 不

伴恶心、 呕吐、 腹泻及排气排便停止ꎬ 次日多自行缓



成人起病的家族性地中海热一例

Ｖｏｌ ８ Ｎｏ ４￣５　 ３１７　　

解ꎮ ２ 个月内反复发作 ３ 次ꎬ 外院考虑 “阑尾炎”ꎬ 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行阑尾切除术ꎬ 病理不详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起

上述症状反复发作ꎬ 性质同前ꎬ 平均间隔 １ 周至 １ 个

月ꎬ 每次持续 １~３ ｄ 缓解ꎮ ２０１２ 年外院考虑 “肠结核”
不除外ꎬ 予异烟肼治疗 ２ 月余无效ꎮ 多次发作时口服或

静脉抗生素左氧氟沙星等无明显效果ꎮ ２０１５ 年起发作

间期较固定ꎬ 为 １~ ２ 周ꎮ 发作时血白细胞升高ꎬ 以中

性粒细胞为主ꎻ 红细胞沉降率、 超敏 Ｃ 反应蛋白明显升

高ꎻ 发作间期上述检查均正常ꎮ 多次便常规、 便病原

学、 肝肾功能均正常ꎮ 先后多次查腹部 Ｘ 线、 腹部超

声、 全消化道造影、 胃肠镜、 腹部增强 ＣＴ、 磁共振胰

胆管造影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ＭＲＣＰ) 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 计算机体层成像 (ｐｏｓ￣
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ＰＥＴ / ＣＴ)
无异常提示ꎮ 为进一步明确诊断ꎬ 收入本院消化内科ꎮ

自发病以来ꎬ 患者体重平稳ꎬ 发作间期日常工作

生活不受限ꎮ 既往史: １９９４ 年诊断 “过敏性紫癜”ꎬ
予激素治疗后好转ꎮ ２０１３ 年诊断 “Ⅱ型糖尿病”ꎬ 运

动饮食控制ꎮ ２０１４ 年诊断 “肛裂”ꎬ 行手术治疗ꎮ
２０１５ 年因 “咽痛”ꎬ 查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高、 抗甲

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及甲功正常ꎬ 诊断 “甲状腺炎”ꎬ
中药治疗后好转ꎮ 家族史: 无特殊ꎮ

入院体格检查: 生命体征平稳ꎬ 心肺未见明显异

常ꎬ 腹平软ꎬ 肠鸣音正常ꎬ 右下腹及脐周压痛ꎬ 无反

跳痛ꎮ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 尿常规、 肝肾功、 凝血

均正常ꎬ 便潜血阳性ꎻ 红细胞沉降率 ７ ｍｍ / ｈꎬ 超敏 Ｃ
反应蛋白 １４ ４７ ｍｇ / Ｌꎮ 抗核抗体、 抗 ＥＮＡ 抗体、 抗

Ｊｏ￣１ 抗体、 抗磷脂抗体谱、 狼疮抗凝物均阴性ꎻ 免疫

球蛋白 ３ 项 ( ＩｇＧ、 ＩｇＭ、 ＩｇＡ) 及补体 (Ｃ３、 Ｃ４) 正

常ꎻ 布氏杆菌凝集试验阴性ꎻ 肿瘤标志物 (甲胎蛋白、
癌胚抗原、 癌抗原 １９￣９) 正常ꎻ 甲状腺功能及相关抗体

正常ꎻ 红细胞游离卟啉及尿卟啉 / 尿卟胆原测定阴性ꎻ
Ⅰ型糖尿病相关抗体 ３ 项 (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 抗酪

氨酸磷酸酶抗体、 抗胰岛细胞抗体) 阴性ꎮ 胃镜、 结肠

镜检查未见异常ꎻ 小肠气钡双重造影、 小肠胶囊内镜未

见明显异常ꎻ 肠系膜血管超声未见异常ꎮ
患者 ４ 月 ２７ 日 (距前次发作 １ 周) 再次出现腹

痛ꎬ 部位不固定ꎬ 以脐周、 右下腹为著ꎬ 腹痛渐加

重ꎬ 伴发热ꎬ 体温最高 ３８ ７ ℃ꎬ 无明显畏寒、 寒战ꎬ
无腹泻、 呕吐、 皮疹ꎮ 查血常规正常ꎻ 红细胞沉降率

１２ ｍｍ/ ｈꎬ 超敏 Ｃ 反应蛋白 １３３ ９８ ｐｇ / ｍｌꎬ 白细胞介素￣ ６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ꎬ ＩＬ￣６) ３８ ９ ｐｇ / ｍｌ (正常值<５ ９ ｐｇ / ｍｌ)ꎬ
ＩＬ￣８ ７２ ｐｇ / ｍｌ (正常值<６２ ｐｇ / ｍｌ)ꎬ 肿瘤坏死因子 α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ꎬ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１０ 在正常范围

内ꎻ 降钙素原、 便常规、 外周血培养均阴性ꎮ 予解热

镇痛药对症治疗ꎬ ２ ｄ 后腹痛、 发热缓解ꎮ
考虑患者腹痛、 发热呈周期性发作ꎬ 发作时超敏 Ｃ

反应蛋白显著升高ꎬ 且内镜检查和消化道影像学无法解

释患者存在的周期性炎症表现ꎬ 故考虑周期性发热、
ＦＭＦ 可能ꎮ 外周血送基因检测ꎬ 同时使用美沙拉秦缓

释片 １ ｇ×３ 次 / ｄ 控制症状ꎮ 治疗第 １ 个月发作频率下降

４０％ꎬ 第 ２ 个月再次出现每周 １ 次发作ꎮ 基因检测结果

提示 ＦＭＦ 基因 ＭＥＦＶ 复合杂合突变 (图 １ꎬ ２)ꎮ 最终

诊断 ＦＭＦꎬ 遂停用美沙拉秦缓释片ꎬ 使用秋水仙碱

０ ５ ｍｇ×２ 次 / ｄ 治疗ꎮ 接受治疗 ２ 个月后ꎬ 未发作ꎬ 除

轻度脱发外无其他不适主诉ꎬ 未复查实验室检查ꎮ

图 １　 ＭＥＦＶ 基因 ２０８０ 位 Ａ>Ｇ 突变 (Ｍ６９４Ｖ)

图 ２　 ＭＥＦＶ 基因 ４４３ 位 Ａ>Ｔ 突变 (Ｅ１４８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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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ＭＦ 在地中海地区发病率为 １ ∶ ４００ ~ １ ∶ １０００[３] ꎬ
在东亚的发病率尚无权威数据ꎬ 基本符合常染色体隐

性 (ａｕｔｏｓｏｍ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ꎬ ＡＲ) 遗传规律ꎬ 杂合突变者

外显率较低ꎬ 患者多在 ２０ 岁以前发病ꎬ 但具体临床表

现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４￣５] ꎮ 在一项 １０９ 例犹太种族

的病例研究中ꎬ 成人起病者约占 ＦＭＦ 患者的 １４％ [６] ꎻ
而我国报道的成人起病者仅 ４ 例ꎬ 非成人起病者 ２
例[７￣８] ꎮ ＦＭＦ 主要因 ＭＥＦＶ 基因突变所致ꎬ 该基因编

码的 ｐｙｒｉｎ 蛋白与固有免疫系统关系密切ꎬ 是调节炎

症小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ｓｏｍｅ) 的功能蛋白ꎬ 虽然 ｐｙｒｉｎ 蛋白

功能与 ＦＭＦ 临床表现之间的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探

讨ꎬ 但大量研究表明 ｐｙｒｉｎ 蛋白可干预 Ｎｏｄ 样受体蛋

白￣ ３ (Ｎｏｄ￣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３ꎬ ＮＬＲＰ￣３) 炎症小体

与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 (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ｋ￣
ｌｉｋ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ｃＡＲＤꎬ ＡＳＣ) 的结合ꎬ 由此阻

止 ＩＬ￣１β 前体裂解为 ＩＬ￣１βꎬ 进而抑制下游大量炎症因

子的激活[１] ꎬ 故 ｐｙｒｉｎ 蛋白的功能失常可能导致固有

免疫异常ꎮ 在 ＦＭＦ 患者中ꎬ 异常的炎症激活常引起发

热、 浆膜炎和滑膜炎等表现ꎮ ＭＥＦＶ 基因不同位点的

突变与不同临床表现有一定相关性ꎬ 地中海区域以土

耳其 为 例ꎬ 常 见 突 变 位 点 为: Ｍ６９４Ｖ ( ４５ ６％)、
Ｅ１４８Ｑ (１８ ４％)、 Ｖ７２６Ａ (８ ５％) 等ꎬ 极少有 Ｍ６９４Ｉ
突变ꎬ 以纯合 Ｍ６９４Ｖ 突变者临床表现最严重、 治疗所

需秋水仙碱剂量最大ꎬ 杂合 Ｍ６９４Ｖ 突变及含杂合

Ｍ６９４Ｖ 的复合杂合突变次之ꎬ 纯合 Ｅ１４８Ｑ 突变属于基

因多态性还是致病基因突变位点现仍无定论ꎬ 其临床

表现较轻、 药物反应较好[９] ꎮ 日本数据中常见突变位

点为: Ｅ１４８Ｑ (４０ ２％)、 Ｍ６９４Ｉ (２１％) 等ꎬ 极少有

Ｍ６９４Ｖ 突变ꎬ 以含 Ｍ６９４Ｉ 突变的患者临床表现更为典

型、 程度更重[１０] ꎮ 而我国报道的病例中ꎬ 仅 ４ 例成人

起病患者提供了基因检测结果ꎬ ４ 人均为杂合 Ｅ１４８Ｑ
突变[７￣８] ꎮ 本文患者为 Ｍ６９４Ｖ 和 Ｅ１４８Ｖ 复合杂合突

变ꎬ 其中 Ｍ６９４Ｖ 是极少见的亚洲 ＦＭＦ 患者突变位

点ꎬ 可能与患者临床表现为典型的 ＦＭＦ 发作有一定

相关性ꎻ Ｅ１４８Ｖ 则仅有少数报道与 ＦＭＦ 有关ꎬ 占所

有突变的 ０ ３％ ~ ０ ６％ [１１] ꎬ 其相关临床特征尚无

研究ꎮ
ＦＭＦ 临床主要表现为发作性症状ꎬ 发作间期症状

可完全缓解ꎬ 但发作间期实验室检查炎性指标 (超敏

Ｃ 反应蛋白、 红细胞沉降率、 ＩＬ￣ １、 ＩＬ￣ ６、 ＩＬ￣ ８ 等)
可能未降至正常ꎮ 具体症状如下: ( １) 反复发热

(９９％~１００％): 突发突止ꎬ 发热持续 １ ~ ３ ｄꎬ 发热间

期 １ 周至数年不等[１２￣１３] ꎻ (２) 腹痛 (７０％~９５％): 可

从局部腹痛发展至全腹痛ꎬ 可有腹膜刺激征或麻痹性肠

梗阻的表现ꎬ 主要与炎症激活状态下产生的无菌性腹膜

炎有关ꎻ (３) 胸痛 (４０％ ~ ４５％): 与无菌性胸膜炎、
心包炎有关ꎬ 数日内可自限好转ꎻ (４) 关节痛 (４５％~
７５％): 多累及大关节ꎬ 累及关节数较少ꎬ 症状 ２４ ~
４８ ｈ内达峰ꎬ 后常可自行消退ꎬ 不遗留关节损害ꎬ 发

生机制与无菌性滑膜炎有关ꎻ (５) 丹毒样皮疹 (７％ ~
４０％): 无需抗生素治疗ꎬ 可自行消退ꎮ 临床上的诊

断标准可参见表 １ꎮ
在 ＦＭＦ 患者的典型腹痛发作时ꎬ 消化系统的影像

表 １　 ＦＭＦ 临床诊断标准∗

主要标准 次要标准 辅助标准

有腹膜炎 (弥漫性) 典型发作 不完全发作性胸痛 ＦＭＦ 家族史

有胸膜炎 (单侧) 或心包炎典型发作 不完全发作性腹痛 ＦＭＦ 好发人种

有单关节炎 (髋、 膝、 踝) 典型发作 不完全发作性单关节痛 起病<２０ 岁

仅有发热症状的典型发作 劳力性下肢痛 发作时症状严重ꎬ 需卧床

秋水仙碱治疗反应好 发作症状自行缓解

发作间期无症状

发作时一过性炎症反应证据ꎬ 如血白细胞、 红细胞沉降率、
血清淀粉样蛋白、 纤维蛋白原升高等

间断蛋白尿 /血尿

腹腔镜探查阴性或切除正常阑尾

父母近亲结婚

ＦＭＦ: 家族性地中海热ꎻ ∗临床诊断需满足≥１ 条主要标准或≥２ 条次要标准ꎬ 不完全发作指有疼痛及反复发作症状但未达到典型发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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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内镜下一般呈非特异改变ꎬ 影像学可有肠系膜血

管扩张、 肠系膜皱褶增厚、 腹腔淋巴结肿大、 腹腔积

液、 腹膜囊肿、 局灶性腹膜炎、 肝脾大、 小肠袢扩

张、 结肠壁增厚等表现[１２ꎬ １４] ꎻ 内镜下可有粘膜炎症、
溃疡、 水肿、 淋巴滤泡增生等表现[１５￣１７] ꎮ 若出现腹痛

发作规律改变、 腹痛性质改变、 腹痛进行性加重、 腹

痛时间持续、 大量腹腔积液、 秋水仙碱预防及对症用

药无明显疗效、 多系统受累、 影像学或内镜下特异性

改变ꎬ 应警惕: (１) 纤维性腹水过多造成肠道粘连、
肠套叠ꎬ 导致器质性肠梗阻和肠坏死ꎻ (２) 继发的肠

道淀粉样病变导致肠道吸收功能下降、 肠道动力下

降、 肠道菌群移位、 肠道缺血梗阻及穿孔ꎻ (３) 继

发的肝脏淀粉样变ꎻ (４) 秋水仙碱治疗的消化道不良

反应ꎻ (５) 合并其他疾病: 常见的有过敏性紫癜

(５％ ~ ７％)、 炎症性肠病 ( ０ ５％)、 结节性动脉炎

(１％)、 贝赫切特病 (０ ４％)、 功能性腹痛 (５％)、 常

见急腹症、 腹膜间皮瘤、 其他自身炎症性疾病如 ＴＮＦ
受体相关的周期性综合征 (ＴＮ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ｅ￣
ｒｉｏｄ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ＴＲＡＰＳ) 等[１８￣１９] ꎮ

该患者既往有过敏性紫癜病史ꎬ 以腹痛、 关节

痛、 皮疹为主要表现ꎬ 与 ＦＭＦ 发作时发热、 腹痛的表

现差异较大ꎬ 但由于过敏性紫癜与 ＦＭＦ 均可以有相似

的表现ꎬ 临床上仍需要进行鉴别ꎮ 最新研究显示ꎬ
ＦＭＦ 的皮疹多散在面部及躯干、 临床发作周期性强、
无 ＩｇＡ 沉积证据、 抗 Ｏ 试验无提示ꎬ 均是可以与典型

过敏性紫癜相鉴别之处[２０] ꎮ 事实上ꎬ 同时诊断为过敏

性紫癜及 ＦＭＦ 的患者ꎬ 其过敏性紫癜发作常无典型临

床表现及 ＩｇＡ 沉积证据ꎬ 因此有观点认为其表现属于

ＦＭＦ 的一部分ꎬ 而非共病[２０] ꎮ 在基因方面ꎬ ２０％ ~
６０％过敏性紫癜患者存在 ＭＥＦＶ 基因位点突变ꎬ 其中

Ｍ６９４Ｖ、 Ｅ１４８Ｑ、 Ｖ７２６Ａ 突变较常见ꎬ 纯合 Ｍ６９４Ｖ 或

纯合 Ｅ１４８Ｑ 突变与过敏性紫癜合并 ＦＭＦ 相关性较

大[９] ꎬ 这提示过敏性紫癜与 ＦＭＦ 的发病机制可能有相

似之处ꎮ
根据现有的临床证据ꎬ 秋水仙碱是治疗 ＦＭＦ 的一

线用药ꎬ 其机制可能是除了作用于细胞内的微管蛋白

外ꎬ 还通过抑制 ＴＮＦ￣α、 环氧合酶 ＩＩ、 白三烯 Ｂ４、 血

栓素 Ａ２、 前列腺素 Ｅ２、 糖蛋白 Ｐ、 ＮＬＲＰ￣ ３ 炎症小体

等多条炎症通路[２１￣２２] ꎬ 抑制白细胞的吞噬作用ꎬ 阻止

炎症的募集和激活ꎮ 秋水仙碱的长期服用不仅能预防

症状复发、 减低发作频率[２３] ꎬ 还能减缓继发淀粉样变

的进程[２４] ꎮ 故推荐 ＦＭＦ 诊断明确后即开始进行长期

的秋水仙碱治疗ꎬ 剂量逐渐增加ꎬ 无症状发作后可逐

渐减量ꎮ 秋水仙碱对于急性发作期间的症状缓解作用

并不强ꎬ 发作期间应对症退热、 止痛ꎮ 治疗期间除根

据症状调节剂量外ꎬ 还应监测血清淀粉样蛋白 Ａ
(ｓｅｒｕｍ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Ａꎬ ＳＡＡ) 及尿蛋白情况ꎮ 淀粉样变是

ＦＭＦ 中最常见的预后不良的长期并发症[４] ꎬ ＳＡＡ 既是

反映炎症状态的急性反应蛋白ꎬ 又是提示淀粉样变

风险的预测因素ꎬ 对于监测疗效、 判断预后有重要

作用ꎻ 另外ꎬ 淀粉样变最常见累及肾脏ꎬ 故监测尿

蛋白有助于早期发现淀粉样变[４] ꎮ 生物制剂如 ＩＬ￣ １
拮抗剂、 ＴＮＦ￣α 拮抗剂等ꎬ 其疗效仍仅有个例报道ꎬ
尚无大规模临床证据ꎬ 可用于秋水仙碱禁忌者、 使用

秋水仙碱后 ＳＡＡ 仍然较高者及无法排除血管炎者[４] ꎮ
腹痛、 发热是消化道炎症相关性疾病包括感染、

炎症性肠病、 系统性血管炎等的常见临床表现ꎮ 本例

患者起病年龄轻、 反复周期性发作、 发作时炎性指标

显著升高并在发作间期回落、 消化道内镜和影像检查

不能解释患者症状ꎬ 上述特点促使临床医师扩展思

路ꎬ 聚焦于周期性发热和自身炎症性疾病ꎮ 本病例提

示: 对周期性发热、 腹痛患者进行全面评估时应考虑

到 ＦＭＦ 等自身炎症性疾病的可能性ꎬ 减少不必要的重

复检查、 甚至外科干预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Ｔｏｕｉｔｏｕ Ｉꎬ Ｋｏｎｅ￣Ｐａｕｔ Ｉ. Ａｕｔ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Ｊ ].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２: ８１１￣８２９.

[２] Ｋａｓｉｆｏｇｌｕ Ｔꎬ Ｃａｎｓｕ ＤÜꎬ Ｋｏｒｋｍａｚ Ｃ.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 Ｊ].
Ｉｎｔｅｒ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９ꎬ ４８: ５２３￣５２６.

[３] Ｍｉｇｉｔａ Ｋꎬ Ｕｅｈａｒａ Ｒꎬ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
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ꎬ ２０１２ꎬ ９１:
３３７￣３４３.

[４] Ｔｅｒｒｅｒｉ ＭＴꎬ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ＷＭꎬ Ｌｅｎ ＣＡꎬ ｅｔ 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ｆｅｖｅ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Ｊ]. Ｒｅｖ Ｂｒａｓ Ｒｅｕｍａｔ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６: ３７￣４３.

[５] Ｂｅｎ￣Ｚｖｉ Ｉꎬ Ｂｒａｎｄｔ Ｂꎬ Ｂｅｒｋｕ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ＦＭＦ) [Ｊ]. Ｇｅｎｅ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９１: ２６０￣２６３.

[６] Ｄｅｗａｌｌｅ Ｍꎬ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Ｃꎬ Ｒｏｚｅｎｂａｕｍ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ＦＭＦ) [Ｊ]. Ｅｕｒ Ｊ Ｈｕｍ Ｇｅｎｅｔꎬ １９９８ꎬ
６: ９５￣９７.

[７] 沈敏ꎬ 唐琳ꎬ 李健ꎬ 等. 中国汉族成人起病家族性地中海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３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７

热三例 [Ｊ]. 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０:
７５￣７９.

[８] 周若雯ꎬ 马雄ꎬ 陈萦晅ꎬ 等. 中国成人家族性地中海热 １
例 [Ｊ]. 胃肠病学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７: ３８１￣３８３.

[９] Ｋｉｌｉｃ Ａꎬ Ｖａｒｋａｌ ＭＡꎬ Ｄｕｒｍｕｓ ＭＳ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Ｊ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３: ５９.

[１０] Ｋｉｓｈｉｄａ Ｄꎬ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Ａꎬ Ｙａｚａｋ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
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Ｒｅｓ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６: ４３９.

[１１] Ｄｏｇａｎ Ｈꎬ Ｆａｒｕｋ Ｂａｙｒａｋ Ｏꎬ Ｅｍｅｔ Ｍ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
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ｇｅｎ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ｎａｔｏｌｉａ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ｒａｒ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Ｇｅｎ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６８:
１７０￣１７５.

[１２] Ｓｉｍｏｎ Ａꎬ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ｅｒ ＪＷꎬ Ｄｒｅｎｔｈ ＪＰ.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
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ａ ｎｏｔ ｓｏ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 [ Ｊ].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９: １９９￣２１３.

[１３] Ｚａｄｅｈ Ｎꎬ Ｇｅｔｚｕｇ Ｔꎬ Ｇｒｏｄｙ ＷＷ.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ｌｉｎｉｃ [ Ｊ ]. Ｇｅｎｅｔ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３: ２６３￣２６９.

[１４] Ｚｉｓｓｉｎ Ｒꎬ Ｒａｔｈａｕｓ Ｖꎬ Ｇａｙｅｒ 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ａｃｕｔ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 [Ｊ]. Ｂｒ Ｊ Ｒａ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７６: ２２￣２５.

[１５] Ｋｉｔａｄｅ Ｔꎬ Ｈｏｒｉｋｉ Ｎꎬ Ｋａｔｓｕｒａｈａｒ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ｏｎｓｅ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ｊｅｊｕｎｏｉｌｅｉｔｉｓ [ Ｊ].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４: １３４３￣１３４７.

[１６] Ｄｅｍｉｒ Ａꎬ Ａｋｙｕｚ Ｆꎬ Ｇｏｋｔｕｒｋ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ｂｏｗｅ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ｅｎ￣
ｄｏｓｃｏｐｙ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 Ｊ]. Ｓｃａｎ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９:
１４１４￣１４１８.

[１７] Ｇｕｒｋａｎ ＯＥꎬ Ｄａｌｇｉｃ Ｂ.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ｍｙｌｏｉｄ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
ｖｅｒ [Ｊ].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７: ３１９￣３２３.

[１８] Ｍｏｒ Ａꎬ Ｇａｌ Ｒꎬ Ｌｉｖｎｅｈ Ａ.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Ｊ].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
ｅｎｔｅｒｏ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９８: ２５９４￣２６０４.

[１９] Ｂｅｓｅｒ ＯＦꎬ Ｋａｓａｐｃｏｐｕｒ Ｏꎬ Ｃｏｋｕｇｒａｓ Ｆ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６: ４９８￣５０２.

[２０] Ｂｅｎ￣Ｃｈｅｔｒｉｔ Ｅꎬ Ｙａｚｉｃｉ Ｈ. Ｎｏ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ｃ ｐｕｒｐｕｒａ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Ｈｅｎｏｃｈ￣
Ｓｃｈｏｎｌｅｉｎ ｐｕｒｐｕｒａ ｏｒ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ｒ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Ｊ].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５: １１５３￣１１５８.

[２１]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 Ｂꎬ Ｐａｎｄａ Ｄꎬ Ｇｕｐｔａ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ｍｉｔｏｔｉｃ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ｃｈ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ｕｌｉｎ [Ｊ]. Ｍｅｄ Ｒｅｓ Ｒｅｖ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８: １５５￣１８３.

[２２] Ｎｕｋｉ Ｇ. Ｃｏｌｃｈｉｃｉｎｅ: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
ｃｒｙｓｔ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 Ｊ ]. Ｃｕｒｒ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 Ｒｅｐ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０: ２１８￣２２７.

[２３] Ｂｅｎ￣Ｃｈｅｔｒｉｔ Ｅꎬ Ｌｅｖｙ Ｍ. Ｃｏｌｃｈｉｃｉｎｅ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ａｆｔｅｒ １５ ｙｅａｒｓ [ Ｊ]. Ｓｅｍｉｎ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Ｒｈｅｕｍꎬ １９９１ꎬ ２０: ２４１￣２４６.

[２４] Ｚｅｍｅｒ Ｄꎬ Ｐｒａｓ Ｍꎬ Ｓｏｈａｒ Ｅ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ｃｈ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ｙｌｏｉｄｏ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Ｍｅｄｉ￣
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ｅｖｅｒ [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１９８６ꎬ ３１４: １００１￣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