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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老年
(

型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
))

例临床分析

李春北!张燕燕!曾兴蓉"四川省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

)&5')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老年糖尿病并发泌尿系统感染的临床特点及细菌耐药情况%方法
!

对
))

例糖尿病并发

泌尿系统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

例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超过
)'

岁%

)'

岁以上糖尿

病合并泌尿系感染患者的感染率为
**39)6

!明显高于小于
)'

岁组"

I

"

'3'9

$%最常见的病原菌是大肠埃希菌!其

次是变形杆菌&肺炎克雷伯菌等%大肠杆菌及变形杆菌等对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头孢噻肟钠敏感%无明显尿路刺

激征
&9

例%死亡
&

例%结论
!

老年糖尿病并泌尿系感染多见于女性!早期经验性选用对大肠埃希菌敏感性高的抗

生素可缩短病程%无尿路刺激征泌尿系感染有相当比例!老年糖尿病患者应常规做尿常规检查%

"关键词#

!

(

型糖尿病'

!

泌尿系感染'

!

老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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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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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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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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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型糖尿病患者易合并各种感染#而泌尿系感染在糖尿病

合并感染性疾病中居首位或仅次于呼吸道感染#其中大多数患

者为女性,

&0*

-

)作者对本院内分泌科
(''4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老年
(

型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

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内分泌

科住院的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并且经中段尿培养确诊泌尿系

感染的患者
))

例)

$3/

!

诊断标准
!

糖尿病诊断按
`%"&775

年标准)泌尿系感

染以清洁尿沉渣中白细胞超过
9

个"
%Y

为筛选标准#白细胞

异常者另取晨起清洁中段尿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患者

体温超过
*:U

*膀胱刺激症状伴有腰痛*肋脊角压痛或叩击

痛#血白细胞升高者诊断为肾盂肾炎)患者主要表现为膀胱刺

激症状#有白细胞尿*血尿者诊断为下泌尿系感染)

$3'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采用
"

( 检验#

I

"

'3'9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临床特点
!

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
))

例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超过
)'

)女性泌尿系感染是男性的
&(3(

倍)超过
)'

岁

组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率
**39)6

#明显高于年龄小于
)'

岁组

的
&73(96

$

I

"

'3'9

%)无明显尿路刺激征者
&9

例$

((356

%)

/3/

!

感染类型及病原体
!

急性肾盂肾炎占
4(3*6

#下泌尿系

感染占
95356

)

))

例尿培养结果中#大肠埃希菌
4:

株

$

5(356

%#变 形 杆 菌
9

株 $

53956

%#肺 炎 克 雷 伯 菌
*

株

$

43946

%#阴沟肠杆菌
(

株$

*3'*6

%#粪肠球菌
(

株$

*3'*6

%)

培养出真菌
)

株#其中白色念珠菌
4

株#大肠埃希菌与白色念

珠菌混合感染
4

例)

/3'

!

药敏试验
!

大肠埃希菌及变形杆菌等对环丙沙星*氧氟

沙星*头孢噻肟钠*复方甲基异恶唑敏感#对庆大霉素*头孢唑

林*氨苄西林耐药)粪肠球菌对呋喃妥因和磺胺嘧啶敏感#白

色念珠菌对氟康唑*两性霉素敏感)

/31

!

治疗结果
!

))

例患者中#

&)

例采用二联抗生素治疗#其

余为一联抗生素治疗)疗程
*

!

4

周#以尿培养结果阴性为治

愈标准)其中治愈率为
:(3*6

)

9

例在停药后
*

周内复发#

&

例因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

!

讨
!!

论

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以女性居多#为男性的
&(3(

倍#与

文献报道相符)其原因与女性泌尿器官的解剖生理及妊娠*经

期*导尿等诱发感染的机会较多有关)其中老年女性的发病率

高于青年女性#其原因为老年女性尿道组织发生生理改变#如

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使尿道黏膜萎缩#萎缩的上皮

不能有效抵御病菌)

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的机制为!$

&

%长期高血糖状态使

血浆渗透压升高#抑制白细胞吞噬能力#使体内蛋白质合成减

少*分解加快#以致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生成能力减弱#淋巴细

胞转化降低#

!

*

a

淋巴细胞和抗体数量减少#从而使机体免疫

功能下降而发生感染,

4

-

)并且血糖水平与感染的发生率呈正

相关性)$

(

%老年糖尿病患者大多病程较长#糖尿病慢性并发

症更为常见#糖尿病患者的血管神经病变使患者易患神经性膀

胱#致使膀胱和输尿管运动能力降低#膀胱不能排空*尿潴留#

加之尿糖增多更为细菌入侵*滋生*繁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

且尿潴留常需反复导尿#易发生逆行性尿路感染#甚至引起肾

盂肾炎)以及病情较重#甚至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

%糖

尿病患者长期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血糖控制不良#病程长#

老年患者免疫系统老化防御机能下降等都有利于细菌的生长

繁殖#导致尿路感染,

90)

-

)$

4

%老年糖尿病尿路刺激征不明显#

可能与高血糖*多尿可掩盖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征#以

及糖尿病神经病变致感觉神经局部敏感性应激性差有关)关

于抗生素选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

%无药敏试验结果时#宜选用

对革兰阴性杆菌有效的抗菌药)本组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大肠

埃希菌*克雷伯菌*变形杆菌等对复方磺胺甲基异恶唑*环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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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氧氟沙星*头孢噻肟钠等敏感#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庆大

霉素*头孢唑林钠的耐药率高)$

(

%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合并

肾脏微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应用抗生素时要避免损伤肾功能

和神经功能)$

*

%对于严重的泌尿系统感染#应联合应用抗生

素#量足疗程长#从而使感染得到彻底控制)

治疗上还应使用胰岛素积极控制血糖#因为胰岛素的治疗

有利于吞噬细胞功能的恢复)饮食热卡可稍放宽#增加蛋白质

比例以利于感染的控制和损伤的修复)另外还需加强对重要

脏器的保护及支持治疗)鼓励患者多饮水#坚持每
(

!

*

小时

排尿
&

次#以冲洗膀胱和尿路#避免细菌在尿路中停留或繁殖)

女性患者应注意阴部清洁)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本文结果中

无明显尿路刺激征泌尿系感染虽比天津第二医院报道要少,

5

-

#

但仍有相当比例$

((356

%#极易漏诊#并且长期无症状菌尿也

会损害肾功能)因此应常规做尿常规检查#必要时进行尿培

养#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以免贻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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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酶
)

%

V0

二聚体%血小板聚集和纤维蛋白原测定与

急性脑梗死的相关性

张淑敏"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

'(&4''

$

!!

"摘要#

!

目的
!

检测脑梗死患者的血小板聚集功能"

Y8

,

!

$&抗凝血酶
)

"

8!0

)

$&纤维蛋白原"

XFM

$和
V0

二聚

体"

V0V

$的变化%方法
!

Y8

,

!

采用比浊法!

8!0

)

采用发色底物法!

V0V

和
XFM

采用免疫比浊法!对脑梗死患者组

&''

例与健康对照组
)'

例进行上述
4

个项目的检测分析%结果
!

脑梗死患者组
8!0

)

为"

:'3'&]&&3*&

$

6

!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

&''3&]&&3:

$

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9

$'

V0V

&

XFM

和
Y8

,

!

可作为脑梗死诊断的参考指标%

结论
!

Y8

,

!

&

8!0

)

&

V0V

与脑梗死疾病的诊断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作为脑梗死患者诊断和判断病情的监测标志

物!为脑梗死的动态观察提供依据%

"关键词#

!

血小板聚集'

!

抗凝血酶
)

'

!

V0

二聚体'

!

纤维蛋白原'

!

急性脑梗死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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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5(07499

"

('&&

$

'40'49*0'(

!!

近年来#关于脑梗死的病因学研究尤其是纤维蛋白原

$

XFM

%*纤溶状态及血小板因素与脑梗死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

各项研究资料表明#脑梗死患者体内存在凝血*纤溶及血小板

功能异常,

&

-

)现就
&''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血小板聚集功能

$

Y8

,

!

%*抗凝血酶
)

$

8!0

)

%*

XFM

和
V0

二聚体$

V0V

%的变化

进行研究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急性脑梗死组
&''

例均符合全国第
4

届脑血

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经头颅
$!

或
-#+

确诊)男
)'

例#女
4'

例#年龄
49

!

57

岁#中位年龄
)(3)&

岁(患者入院
(4

C

内取空腹静脉血测定)对照组
)'

例选自健康体检者#排除

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糖尿病#近
(

周无服药史者)男
4'

例#女
('

例#年龄
49

!

5:

岁#中位年龄
)&39

岁)

$3/

!

试验方法

$3/3$

!

标本采集和制备
!

患者入院
(4C

内取空腹静脉血入

抗凝管#立即充分混匀#

8!0

)

*

V0V

和
XFM

采用
&3:NQ

的

*3(6

枸橼酸钠抗凝管#

*'''H

"

NF=

离心
&'NF=

后#直接上试

验仪器检测(

Y8

,

!

采用
*3)NQ

的
*3(6

枸橼酸钠抗凝管采

血后室温静置
'39

!

&C

#以
:''H

"

NF=

离心
&'NF=

#提出富含

血小板的血浆#以
*'''H

"

NF=

离心
&'NF=

#提取乏血小板血

浆#用患者自身作为对照#然后按照仪器操作的要求进行检测)

对照组早晨起床空腹采集肘静脉血#然后对标本进行与前者相

同的处理)两组标本均在采血后
(C

内完成检测)

$3/3/

!

仪器与试剂
!

血小板聚集检测仪器采用美国
$%#"0

T"0Q"W94'/2

#试剂为美国
$%#"T"0Y8#

公司生产的二磷

酸腺苷$

8VY#P8WPT!

%)

8!0

)

*

V0V

和
XFM

!使用日本东亚

2

?

JNAR$80)'''

仪器测定#试剂分别为美国
V8VPaP%0

#+TW

公司生产的
V0VFNNAHY>LJ

和
8!0

)

Y>LJ

)

$3/3'

!

检测方法
!

检测
8!0

)

是采用发色底物法#

V0V

和
XFM

是采用免疫比浊法)用美国
$%#"T"0Q"W

血小板聚集检测

仪器观察测定
Y8

,

!

#以浓度为
&N;>

"

Q

的
8VY

为诱导剂#比

浊法测定)试管采用北京创格公司的负压抗凝试管)

$3'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2Y22&&39

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
J]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I

"

'3'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脑梗死组
8!0

)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3'9

%(

V0V

*

XFM

和血小板聚集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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