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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铁缺乏症对婴幼儿智能发育的影响

黄
!

静!张海林!张
!

菲"湖北省鄂州市妇幼保健院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铁缺乏症对婴幼儿智能发育的影响%方法
!

根据齐同对比原则!选择年龄范围在
"

!

!"

月缺铁性贫血"

bQ/

#婴幼儿
>R

例"

)

组#$红细胞生成缺铁期"

bQ+

#婴幼儿
"$

例"

%

组#$健康婴幼儿
"$

例"

'

组#!

采用
'Q''

智能筛查方法对三组婴幼儿智能发育指数"

VQb

#和运动发育指数"

,Qb

#进行测试%结果
!)

$

%

组婴

幼儿
VQb

$

,Qb

明显下降!与
'

组比较!差异明显!铁缺乏程度越重!

VQb

$

,Qb

值越低%结论
!

铁缺乏症可导致婴幼

儿智能发育落后!对婴幼儿太脑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应予重视%

"关键词#

!

铁缺乏症&

!

婴幼儿&

!

智能发育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

"

%$#%

#

$#.$$?8.$%

!!

铁缺乏症$

bQQ

%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营养性问题)

#

*

#长期

危害人类健康#对儿童健康的损害尤为突出+缺铁除引起贫

血#还会降低儿童的免疫功能#增加肠道,呼吸道等易感疾病的

可能性#但是否影响小儿的智能发育#本文作了初步探讨#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择
%$$R

!

%$$-

年来本院进行系统保健#年

龄
"

!

!"

个月缺铁性贫血$

bQ/

%婴幼儿
>R

例作为
)

组#其中

轻度贫血
?"

例#中度贫血
#%

例+按性别,年龄,父母文化程

度,家庭状况等条件#根据齐同对比原则#选择红细胞生成缺铁

期$

bQ+

%婴幼儿
"$

例$

%

组%#健康婴幼儿
"$

例$

'

组%+入组

样本排除对儿童智能发育有影响的围生期,社会环境,教育等

因素#以及地中海贫血,葡萄糖
.".

磷酸脱氢酶$

\.",Q

%缺陷,营

养不良等疾病+

$L/

!

方法

$L/L$

!

铁缺乏症的检测方法
!

血红蛋白$

PF

%采用氰化高铁

法检测(锌原卟啉$

h,,

%应用表面荧光法测定红细胞内原卟啉

量(血清铁$

*O

%采用微量血清酶联免疫法+

$L/L/

!

智能筛查方法
!

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儿

童发展中心合作制定的婴幼儿智能发育测查量表$

'Q''

%#用

标准化测试工具#专人负责测试婴幼儿的智能发育指数$

VQb

%

和运动发育指数$

,Qb

%+

$L/L'

!

铁缺乏症诊断与分期标准)

%

*

!

$

#

%红细胞生成缺铁期

$

bQ+

%!

*O

(

%$

.

I

"

)

#

h,,

%

$L-8

.

3=1

"

)

(

PF

正常+$

%

%

bQ/

!

*O

(

%$

.

I

"

)

#

h,,

%

$L-8

.

3=1

"

)

#

PF

#

##$

I

"

)

+

$L'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

进行统计分析#以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三组婴幼儿智能发育情况比较见表
#

+

表
#

!

三组婴幼儿智能发育情况比较

组别
' VQb ,Qb

)

组
>R -$L!"_#RL>%

&"

R?L!>_%$L!%

&&""

%

组
"$ -%L"!_#"L!8

"

R8L!>_%#L%%

""

'

组
"$ --L%?_#8L#% #$!L!?_%$L$%

!!

注!与
%

组相比#

&

:W$L8$

#

F

$

$L$>

(

&&

:W$L8R

#

F

$

$L$>

+与
'

组相比#

"

:W%L8$

#

F

#

$L$>

(

""

:W>L##

#

F

#

$L$#

(

"

:W%L#"

#

F

#

$L$>

(

""

:W?L%>

#

F

#

$L$#

+

'

!

讨
!!

论

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参与机体的许多代谢活

动#对于健康至关重要+在我国
!

岁以下儿童的贫血患病率为

#RLRU

#城市和农村分别为
#%L8U

和
%$LRU

)

!

*

+出生
?

个月

以后#婴幼儿处于快速生长发育时期#对膳食铁的需要增加#而

婴幼儿的主食人乳和牛乳含铁量均很低#难以满足需要#如不

注意适时添加富含铁的辅食#储存铁耗竭#即发生铁缺乏症#故

以婴幼儿期铁缺乏症发病率最高+早产儿及低出生体质量儿

生长发育更快,储存铁耗竭更早#对外源性铁的需要量更大#早

期更容易发生铁缺乏症+

铁在脑组织的以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两种形式存在#以

后者为主(在脑的不同部位都发现有铁#尤其是苍白球,红核,

尾状核,壳核及黑质铁浓度最高)

?

*

+大脑对缺铁极为敏感#缺

铁时婴幼儿行为表现异常#反应迟钝#观察力落后#上肢协调功

能及灵活度的控制能力较健康儿童差)

>

*

+本组资料排除对儿

童智能发育影响的围生期,社会环境,教育等因素后#

'Q''

测

试结果显示#随着机体内血铁水平降低#尤其是在生命发育早

期缺铁#对儿童
VQb

和
,Qb

均可造成不良影响#表明铁缺乏造

成儿童脑损害可能从
bQ+

开始)

"

*

#影响婴幼儿智能发育+

综上所述#铁缺乏症可导致婴幼儿智能发育落后#并可能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MEG5E<

2

%$#%

!

9=1L-

!

(=L#



对儿童的智能发育造成永久性影响)

8

*

+因此#要向群众和相关

人员宣传预防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和铁缺乏症的重要性#及早发

现并及时指导合理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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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新生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的干预作用

张玉芬!李
!

冰"湖北省鄂州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新生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的干预作用%方法
!

选择
"%R

例健康足月新生儿!将其中未进

行新生儿访视的
%8-

例新生儿设为观察组!进行了
%

次新生儿访视的
!?-

例新生儿设为对照组!观察组进行常规护

理!对照组在新生儿访视时进行干预%结果
!

两组黄疸发生率分别为
"#L"U

和
?8L!U

!两组转儿科治疗率分别为

#RL"U

和
"L8U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两组在
%R@

胆红素$开始退黄时间$完全退黄时间$黄疸

持续时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L$#

#%结论
!

通过新生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进行干预有其独特的效果!

适宜广泛推广%

"关键词#

!

新生儿黄疸&

!

新生儿&

!

访视&

!

干预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

"

%$#%

#

$#.$$?R.$%

!!

新生儿黄疸是指新生儿出生后血清胆红素浓度升高引起

的皮肤,巩膜及黏膜黄染的症状#是新生儿时期最常见的症状

之一#多为血清未结合胆红素增高所致+新生儿血脑屏障功能

尚未完善#如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过高的胆红素可引起听

力及神经通道功能损害#可致胆红素脑病#对大脑产生不可逆

的损伤+新生儿黄疸早期预防和治疗是关键+本文通过新生

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进行早期干预#降低新生儿黄疸发生率#

减轻病情#缩短病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择在本院出生的
"%R

例健康足月新生儿#

胎龄
!8

!

?%

周#出生体质量
%L>

!

?L$a

I

#

/

4I

E<k6

评分大于或

等于
R

分#外观无畸形#产妇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

$L/

!

方法
!

将未进行新生儿访视的
%8-

例新生儿设为观察

组#进行了两次新生儿访视的
!?-

例新生儿设为对照组#两组

新生儿均于出院时预约
%R@

来本院儿保科体检#并详细调查

新生儿黄疸情况+

$L'

!

新生儿访视干预方法
!

观察组出院后家属对新生儿进行

常规护理+对照组于第
8

,

#?

天医生上门进行两次新生儿访视#

教会家长观察新生儿黄疸#如何识别病理性黄疸#督促家长为新

生儿进行抚触,游泳,每日
?

!

"B

的日光浴#便秘的新生儿给予

开塞露#黄疸持续较长时间的给予茵栀黄颗粒和枯草杆菌二联

活菌颗粒$商品名!妈咪爱%散剂各
#

"

!

袋#每日
!

次口服+

$L1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
3

% 检验#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新生儿黄疸发生情况比较见表
#

+两组

黄疸发生率分别为
"#L"U

和
?8L!U

#两组转儿科治疗发生率

分别为
#RL"U

和
"L8U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两组在
%R@

胆红素,开始退黄时间,完全退黄时间,黄

疸持续时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表
#

!

两组新生儿黄疸发生情况

组别
'

黄疸$

'

%

%R@

胆红素$

3

I

"

@)

% 退黄时间$

@

% 完全退黄$

@

% 黄疸持续时间$

@

% 转儿科$

'

%

观察组
%8- #8% >L%$_#L?8 "L88_#L8- #!LR>_#LRR #$L?$_#L!$ !%

对照组
!?- #"> !L$"_%L>! >L>>_#L"! ##L#%_#L"> RL8$_#L>$ ##

3

%

T !LR> T T T T #"LR%

: T T ?L-> ?LR? -L!# RL%$ T

F T

#

$L$#

#

$L$#

#

$L$#

#

$L$#

#

$L$#

#

$L$#

!!

注!

T

表示无数据+

/

R?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MEG5E<

2

%$#%

!

9=1L-

!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