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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液经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分析后#为配合临床提供复

查的机会#以提供可靠技术数据)标本按部颁要求必须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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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室一定天数才能作检验科医疗废弃物处理)为

了探讨静脉血样品放置时间对血细胞分析检测结果的影响#也

为了给临床提供可靠的复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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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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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

体检人员的静脉血#在冷藏室放置不同的时间#进行
A

个时间

段的对比分析#检测出各时间段的结果#按男女性别进行各参

数结果平均值对比试验#

%&

例男女性别样品在不同的时间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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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虽有逐渐增高的趋势#但无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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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结果显示#使用希森美康$

,

9

=:DS1!&&&L

&五分类全自

动血液分析仪测定静脉血#标本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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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室时间对检

测结果的影响#作者在测定后经统计发现#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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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差异不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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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检测结果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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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对小儿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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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高频彩超在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本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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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A

岁肠系膜

淋巴结中上腹部'脐周'脐右侧及右下腹部的声像图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肠系膜淋巴结炎患儿均在脐周'

右下腹可探及椭圆形肿大淋巴结%结论
!

采用高频彩超诊断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可减少临床诊断与治疗的盲目

性!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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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痛是儿科临床最常见疾病#过去由于检查仪器条件

限制#肠系膜淋巴结炎所引起的腹痛常常被忽视#近年来由于

高分辨率超声的广泛应用#使得肠系膜淋巴结能够清晰显示)

现将
!"&

例腹痛患儿行肠系膜淋巴结超声回顾分析结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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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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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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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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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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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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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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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

儿有食欲不振/腹胀/腹痛#腹痛多为阵发性发作#表现为隐痛#

疼痛多位于脐周#发作间歇期多数患儿感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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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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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仰卧位#常规全腹检查#结合临床及其他

影像学检查#且超声未见其他异常征象#重点探查脐周及右下

腹区域肠系膜#对有肿大淋巴结行纵/横斜多切面扫查#必要时

稍加压#观察其大小/形态/数目/内部结构及血流分布情况)

结合国内外确定淋巴结肿大的标准#肿大标准为同一区域肠系

膜上有
"

个以上淋巴结显像#测量淋巴结最大长径与横径#长

轴直径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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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轴直径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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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径之比大于或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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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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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与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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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抗炎/抗病毒及对症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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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腹

痛减轻%临床症状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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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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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肿大淋巴结有

不同程度缩小#部分数目减少#治疗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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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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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

所有患儿均显示肠系膜淋巴结肿大)淋巴结分布!脐右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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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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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右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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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脐右侧及右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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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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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声像表现
!

呈簇状或串珠状分布#但无融合状#边缘

光滑/完整#皮髓质分界欠清)最大为
"?::_!%::

#最小为

(:: _?::

)彩色多普勒超声!大部分淋巴结内部未探及明

显血流信号#极少数可探及
!

#

"

条细小动脉血流信号#由淋巴

门向淋巴结内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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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系膜淋巴结炎又称
a*DJJD:FJJ

综合征#好发于学龄前

儿童#小肠系膜含丰富的淋巴结#多沿肠系膜血管走行排列#以

回肠末端及回盲部的淋巴结最丰富)小儿淋巴系统发育尚未

成熟#屏障作用差#所以呼吸道/胃肠道的细菌/病毒等感染常

累及肠系膜#引起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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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变主要侵犯回肠

末端及升结肠部分区域淋巴结#故以右下腹及脐周腹痛常见#

因此肿大淋巴结常位于脐右侧及右下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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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儿腹壁薄#皮

下脂肪组织少#肠系膜距体表浅#应用高频探头探查可直接观

察肿大淋巴结的部位/数目/大小/形态/内部回声及血流分布

情况#简便易行/重复性好#无痛苦#儿童易于接受)

肠系膜淋巴结炎常需与其他疾病鉴别)$

!

&急性阑尾炎!

可见右下腹低回声管状结构形如手指#横切呈强弱相间的环形

回声%有时阑尾炎可合并淋巴结肿大#但肿大淋巴结数量大多

少于
'

枚#因此在发现肠系膜淋巴结肿大时#应仔细观察阑尾

是否增粗)$

"

&肠套叠!超声表现为纵切面呈-套筒征.#横切面

为-同心圆.征)结合临床患儿有阵发性哭闹/呕吐/血便/腹部

扪及包块等#较易与肠系膜淋巴结炎相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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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系膜淋巴

结核!肿大淋巴结包膜不完整#或有融合#内部回声可见液/钙

化回声#常合并腹水#腹膜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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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淋巴结肿大!超声可

见其形态失常#呈球形#淋巴结门部强回声消失或偏移#而良性

淋巴结门强回声规则存在#纵径"横径之比小于
"

%恶性淋巴结

可有融合#中心坏死#点状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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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阻力指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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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的抗炎治疗无效)

综上所述#高频彩超是临床诊断小儿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的

首选检查方法#对临床诊断治疗及病例追踪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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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锥切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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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疗效分析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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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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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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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宫颈锥切术对子宫颈上皮内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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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效果和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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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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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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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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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术前经液基细胞检测'阴道镜下多点活检病理证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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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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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实施宫颈锥切术后的情况进

行调查分析%结果
!

宫颈锥切术后病理证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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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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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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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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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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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全子宫切除

术!

!

例门诊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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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发现浸润癌#治愈
""

例!显效
"A

例!无效
!

例%结论
!

宫颈锥切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具

有操作简单'出血少'临床效果好'并发症少'费用低廉等优势%因此!宫颈锥切术对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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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及预防宫颈浸

润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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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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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预防宫颈浸润癌的重要手

段)作者采用宫颈锥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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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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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良好效果#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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