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射液
$';

F

溶于
"'';P'%76

氯化钠注射液中静脉缓慢滴

注#严密观察患者反应情况,如果患者未出现不良反应#则再

将剩余的药物溶于
&'';P'%76

氯化钠注射液中静脉滴注#

严格控制输液速度#在输注开始
"';AB

内#滴速
"'

滴"分钟#

若无不适#可将滴速调至
&'

!

('

滴"分钟#并合理安排紫杉醇

的用药时间#选择在医护人员较多的时间段使用)

(

*

,

'%'

!

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

患者对化疗均存有恐

惧心理#尤其是第一次化疗#担心不能耐受,用药前应全面评

估患者的心理承受力#有过敏史或者过敏体质患者更易发生严

重过敏反应#耐心向患者讲解紫杉醇的基本药理作用+效果#告

知患者紫杉醇是新型的+疗效可靠的抗癌药#以鼓励患者积极

配合治疗,要科学合理地讲解紫杉醇的不良反应#避免过于夸

大#使患者心理负担加重,本组有
"

例患者由于心情紧张#在

准备进行用药前诉全身发热#出现心率加快#经耐心解释不良

反应的个体差异性及相应的预防+应对措施#消除了患者的恐

惧心理#

$';AB

后患者生命体征恢复正常#予紫杉醇静脉滴注

化疗#未出现异常情况,

'%1

!

选用专用化疗输液器具
!

选择玻璃容器和玻璃注射器存

放和抽取药液#滴注时使用非聚氯乙烯材料的输液瓶和输液

管#并通过所连接的过滤器$配有
'%##

#

;

孔径&过滤#防止紫

杉醇溶液中的细小微粒进入人体#增加致敏机会)

*

*

,选用精密

过滤+化疗专用的避光输液器,

'%2

!

监护及急救物品的准备
!

备好监护仪+吸氧装置+升压

药+抗过敏药等急救物品及药品,使用多参数监护仪持续监

护#监测患者的呼吸+脉搏+血压+血氧饱和度,在开始的

"';AB

内#护士应坚守在患者床边#严密观察+询问患者有无不

适#以便及时发现过敏反应,输注过程中加强巡视#听取患者

的主诉#并做好交接班,

'%)

!

过敏反应的处理
!

根据文献报道#发生轻度过敏反应

$

,!*

度&一般稍加抗过敏治疗或不作治疗可自行缓解)

$

#

&

*

,

本组患者
,!+

度过敏反应#给予调慢滴速+吸氧+地塞米松

"';

F

静脉注射#盐酸异丙嗪$非那根&

#&;

F

肌肉注射等抗过

敏处理后症状缓解#继续输入紫杉醇#输液完后均未出现不良

反应,

$

例过敏性休克患者在静脉输入紫杉醇
"';AB

内出现

胸闷+发憋+气短+面色潮红+烦躁+皮肤瘙痒,查体!口唇轻度

紫绀#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音,立即停止紫杉醇输入#

更换一次性输液器及
'%76

氯化钠注射液滴入#遵医嘱给予低

流量氧气吸入#心电+血氧饱和度监护#心率
"$1

次"分#呼吸

#&

次"分#血压
"#'

"

*1;;a

F

#体温
$(%( Z

,给予地塞米松

"';

F

#静脉注射#

$';AB

后症状缓解#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

严密监护下采用静脉双通道#一通道将氢化可的松
#'';

F

加

入
&6

葡萄糖液
#&';P

静脉滴入#另一通道继续输入紫杉醇#

$

例均顺利完成化疗,

1

!

小
!!

结

紫杉醇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该药不良反应较明显#其中过

敏反应是最严重的不良反应#具有可致死性,化疗前充分评估

患者#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严格按药品说明书中

的标准进行预处理,选择专用化疗输液器具#预先小剂量慢速

度用药#做好监护及急救物品的准备#及时处理过敏反应,能

有效预防和减少过敏反应的发生#协助患者顺利完成化疗#确

保患者疗效,不过本文提供的双通道输入紫杉醇病例较少#且

有一定风险性#有待继续观察和总结,建议有过敏史或过敏体

质的患者用紫杉醇时采用双通道#滴入氢化可的松同时滴入紫

杉醇#以预防和减少紫杉醇的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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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
,!

反应蛋白"

,-+

%在感染性肺炎中的意义&方法
!

#7(

例感染性肺炎患者分成
#

组!细

菌性肺炎
"&(

例!病毒性肺炎
")'

例!采用全自动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
,-+

浓度!并分析比较&结果
!

细菌性肺炎

组
,-+

浓度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

/

%

'%'"

%!细菌感染组在治疗前后
,-+

阳性率显著降低"

/

$

'%'"

%!而病毒性

肺炎组则无明显变化"

/

%

'%'&

%&结论
!

细菌性肺炎血清中
,-+

浓度随病情的加重而明显升高!随病情的恢复而

显著下降!利于临床早期诊断&

"关键词#

!

,!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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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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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免疫比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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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蛋白$

,-+

&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被广泛应用于临

床感染性疾病的检测,在感染性肺炎中#

,-+

被认为是很好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技术,一般认为细菌性肺炎中
,-+

增高#

并且与感染程度呈正相关#而病毒性肺炎时
,-+

无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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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

要比白细胞技术更准确+更敏感)

"!#

*

,本文通过测定

感染性肺炎患者
,-+

的浓度#以探讨
,-+

在感染性肺炎诊断

中的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青岛市骨伤科医院急性感染住院患者
#7(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

岁,患者均检测了血常规及
,-+

#

最终经血清学检测确诊#分为细菌性肺炎
"&(

例#病毒性肺炎

")'

例,

$%/

!

方法
!

,-+

检测采用散射免疫比浊法#仪器为
R<?_Q=B

Q̂Q3/0!1''

全自动分析仪#试剂为仪器配套试剂,正常参

考值
"

!

"';

F

"

P

#

,-+

%

"';

F

"

P

为阳性,

$%'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用统计学方法处理#采用
!

# 检验

进行组间比较,

/

!

结
!!

果

/%$

!

在急性期细菌性肺炎组和病毒性肺炎组
,-+

结果分别

为$

1'%(1i&'%$"

&

;

F

"

P

和$

"'%(&i)%'#

&

;

F

"

P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h"1"%''

#

/

$

'%'"

&,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
,-+

阳性率比较#细菌性肺炎组治疗

后患者
,-+

阳性率比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h#)$%#"

#

/

$

'%'"

&#而病毒组则无明显变化$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
,-+

阳性率比较*

)

%

6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细菌性肺炎组
")&

$

7#%7

&

""

$

*%"

&

病毒性肺炎组
"$

$

7%#

&

(

$

)%$

&

'

!

讨
!!

论

,-+

是一种在肝脏中合成的急性反应蛋白#是机体非特

异性免疫机制的一部分#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文献报道)

$

*

#在

炎性反应或急性组织损伤发生后
)

!

*@

#

,-+

即可迅速升高#

$(

!

&'@

达到高峰#其含量可为正常值的
"''

!

"'''

倍#其半

衰期较短#为
)

!

(@

#经积极治疗后
$

!

*D

迅速降至正常,

,-+

的水平与组织损伤后修复的程度有密切关系,近年来研

究发现#

,-+

是急性反应敏感的指标#几乎所有的急性细菌性

感染
,-+

均可升高)

)

*

,因此
,-+

可作为疾病急性期的一个

衡量标准#并且
,-+

不受性别+年龄和贫血等因素的影响#因

而它优于其他急性期的反应物质)

&

*

,

采用散射免疫比浊法测定细菌性肺炎和病毒性肺炎血清

中
,-+

含量,通过分析比较发现#细菌性肺炎在急性期
,-+

显著升高#而病毒性肺炎
,-+

升高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因此#在早期鉴别诊断感染性肺炎中有一定作用,

,-+

还可以用于监测对治疗的反应及是否合并并发症)

(

*

,细

菌性肺炎经合理治疗后#其
,-+

显著下降#而病毒组则无明显

变化#在病毒感染患者
,-+

明显增高#可考虑合并细菌性

感染,

综上所述#

,-+

在细菌性肺炎急性期与恢复期相比较#有

显著差异#其浓度随病情加重而明显升高#随病情恢复而显著

下降#可为临床的早诊断+早治疗提供积极有效依据#使患者得

到最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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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活动平板运动试验对冠心病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
!

对
#''

例疑诊冠心病患者进行活动

平板运动试验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对照性分析&结果
!

活动平板运动试验检测冠心病组阳性率为
*7%&6

"

""(

(

")(

%!非冠心病组阳性率为
##%#6

"

"#

(

&)

%&阳性预测值为
7'%(6

"

""(

(

"#1

%!假阳性为
7%)6

"

"#

(

"#1

%!阴性预测

值为
&1%$6

"

)#

(

*#

%!假阴性为
)"%*6

"

$'

(

*#

%!预测准确性为
*7%'6

"

"&1

(

#''

%&结论
!

平板运动试验对疑诊冠心

病的筛查有重要意义!与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相结合更能提高诊断准确性&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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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已成为中国城乡居民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每年大约
*'

万人死于冠心病#约占全部死亡病例的
"

"

)

,冠

心病的诊断可采用心电图及运动试验+负荷超声心动图+核素

心肌显像+冠状动脉
,M

造影+冠状动脉造影及血管内超声等

方法,其中采用心电图运动试验作为危险分层的一个无创检

查方式#对低危患者决定进一步治疗方案有重要价值,是评价

缺血性心脏病患者诊断及预后的一种重要方法#已广泛推荐于

临床实践中#特别是对于医疗条件较差的基层医疗单位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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