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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心肺疾病住院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空腹抽取血液!选择同期健康体检组%肾衰患者组作

为对照组进行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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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氨基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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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学功能和临床意义作了详细地研究#并广泛应用于临

床#对动态观测肾功能变化+诊断疾病+估价疗效均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本研究对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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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住院患者进行分析#旨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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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心肺疾病患者肾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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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为上午空腹采集静脉血(心血管

病组+肺病组患者入院次日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肾衰组透析

前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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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采用免疫比浊法#用美国贝克

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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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试剂购于上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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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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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逐渐延长#人

口老年化已趋于明显)老年人各器官功能逐渐下降)肾脏组

织逐渐出现肾小球硬化+减少+肾小管萎缩及间质纤维化#导致

肾小球和肾小管功能逐渐下降#肾血流减少等肾脏解剖和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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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异性改变#呈现渐进性功能减退#自我稳定机制亦被消减#

而肾脏又是多功能器官#对内外环境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因

此#充分认识和掌握老年患者生理特点及临床特征#对预防老

年人肾脏发生病变+改善预后显得格外重要)

国内外研究显示#住院患者急性肾损伤发病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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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感染性疾病+循环系统疾病患者占较高比例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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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严震

文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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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道#在老年急性肾衰竭的内源性因素中以感染和药物

占首位#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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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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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老年人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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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高不但与年龄增长+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肾小管萎缩等生理因

素有关#更应注意慢性疾病本身+某些药物如某些抗生素+长期

服用心血管类药物等对老年患者肾脏的损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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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定期

检测具有潜在危险因素人群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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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对早期发

现病情的变化#以便对其进行干预治疗#以延缓或减少肾脏的

损害#减少发病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检测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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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是判断肺心病早期肾小球滤过功能

受损的一种比较敏感+简便+可靠的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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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通

过滤过膜进入球囊腔且几乎全部由近曲小管重吸收#当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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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滤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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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肾小管的重吸收

能力#显示肾小球已被损害)故在排除肾小球损害引起
&

8

9̀ O

增高外#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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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肾小管损害的早期指标)本研究

中肾衰对照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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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肾小球损伤)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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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本研究的
"#&

例老年心肺疾

病患者的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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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但

又未达到肾衰程度)临床诊断比较容易发现肾小管损伤的疾

病#如感染+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对此类患者应给予更

多关注#早期发现老年心肺疾病患者肾小管损伤#对减少患者

平均住院时间和费用#降低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心血

管病组+肺病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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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

增高是否与老年人脑垂体功能的改变

导致内分泌变化#以及心脏本身的功能和血液成分的变化有关

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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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内的镜检阳性率+培养法阳性率及镜检阳

性标本的培养阳性率行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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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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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临床表现和真菌试剂检测结果确认浅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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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体+股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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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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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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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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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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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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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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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的真菌检测发现#在临床标本的真菌学检测方

面#镜检结合培养法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单一的镜检或培养法)

选择镜检阳性的标本进行培养时#阳性率明显提高#但镜检阴

性的标本进行培养时仍有
8&,8/.

阳性率#这与国内报道一

致1

#

2

)因此提示临床医生#在临床上疑似真菌感染但镜检阴性

的标本应选择培养法进行进一步的鉴定#不要轻易排除浅部真

菌感染)另外#手足癣标本直接镜检和培养法检测阳性率较

低#且相差不大#这可能与患者经常洗涤该部位或患者自行用

药及所取标本位置等有关)同时#本研究发现手足癣+甲癣标

本在采用培养法时污染率较其他部位高#提示在取样前一定要

做好清洁消毒处理工作)还发现部分甲真菌病+手癣及体股癣

患者曾患足癣或同时患足癣#这说明足癣是其他浅部真菌病的

一个重要传染源#因此注意个人卫生及尽早发现并治疗足癣对

防治浅部真菌感染有重要意义)本文生殖器念珠菌病占浅部

真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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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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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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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患者例数的

增多可能与近年来性传播疾病逐步上升#广谱抗菌药物的大量

使用及念珠菌的耐药性等有关)因此#念珠菌在治疗上应根据

不同的菌种选用合适的抗真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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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浅部真菌病及其

致病菌种的分布特征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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