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健康对照组#提示
++

基因可能为脑梗死的一个易感基因+

此结果与国外一些研究结果)

#

*一致#但与孙禨和张晨)

%

*的结果

相反+以上说明#基因多态性可能与地域,遗传因素等有关+

但样本量也是造成结果差异的一个可能#况且研究发现单个基

因的改变一般引发疾病的可能性很小#而多种基因共同作用可

促进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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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急性
'0

中毒迟发性脑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罗海龙#

!徐
!

凤%

!姜爱英!

"牡丹江医学院红旗医院,

#L

神经内科&

!L

呼吸内科!黑龙江牡丹江
!

#>8$##

&

%L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二院老年病房!黑龙江牡丹江
!

#>8$$-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老年急性一氧化碳"

'0

#中毒迟发性脑病"

Q+/'V,

#患者的临床表现$脑电图及影像学特

征%方法
!

对
%$$$

!

%$$-

年该院收治的
!$

例
"$

岁以上的
Q+/'V,

患者和
%R

例
"$

岁以下的
Q+/'V,

患者的

临床资料分别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两组患者急性期昏迷时间$假愈期时间$治愈率$致残率之间的差别!同时对比

分析两组患者不同时期脑电图及头颅
'&

的改变%结果
!

与对照组比较!老年组
'0

中毒急性期昏迷时间短$假愈

期短$治愈率低$致残率高!且脑电图的异常程度与年龄相关!与临床表现的老年人发病率高$预后差相一致!老年组

头颅
'&

异常程度也与临床表现的老年人预后差相一致%结论
!

老年人是
'0

中毒
Q+/'V,

的易患因素!预后

差!应把老年人作为此病重点防治对象!对
'0

中毒的老年人动态观察脑电图和头颅
'&

改变!早发现$早治疗$长

疗程!尽量减少
Q+/'V,

的发生及减轻此病造成的残疾程度%

"关键词#

!

一氧化碳中毒&

!

老年人&

!

迟发性脑病&

!

脑电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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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N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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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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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近几年收治一氧化碳$

'0

%中毒迟发性脑病$

Q+/'.

V,

%

"$

岁以上患者共
!$

例#与收治的
%R

例
"$

岁以下
Q+/'.

V,

患者进行回顾性比较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R

例
Q+/'V,

患者为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患者#上述患者均有急性
'0

中毒病史#临床

上均出现过中,重度昏迷#病程中有假愈期#出现过较多神经精

神系统的临床症状#严重表现为急性痴呆或者去皮层强直+

>R

例患者按年龄分为老年组和对照组+老年组
!$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R$

岁#平均
"8L>

岁+对照组
%R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R

岁#平均
?%LR

岁+

$L/

!

观察内容
!

分析并统计老年组和对照组两组全部患者的

急性期昏迷持续时间,假愈期持续时间,患者的治愈率,患者疾

病致残率之间的差异#同时对比分析上述两组患者不同时期脑

电图及影像学特征$头颅
'&

%的改变情况+脑电图表现的诊

断标准依据文献相关诊断标准)

#

*

+

$L'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

软件进行统计#数据以
I_

@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
3

% 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两组患者急性期昏迷时间,假愈期时间,治愈率和致残率

等指标之间的比较
!

见表
#

+结果显示#老年组患者的急性期

昏迷时间和假愈期均明显较对照组患者缩短$

F

#

$L$>

%(老年

组患者的治愈率大大下降#而致残率却大幅度上升#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L/

!

两组患者的脑电图表现变化比较
!

两组患者在急性期的

脑电图表现异常率为
#$$U

#老年组中度脑电图异常占整个脑

电图异常表现的
>"L8U

#而对照组仅占
#?L!U

(老年组轻度脑

电图异常占
!$L$U

#而对照组占
R>L8U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F

#

$L$>

%+两组患者迟发性脑病期脑电图表现比较#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急性期昏迷时间(假愈期时间(

!!!

治愈率(致残率比较

组别
'

昏迷时间

$

B

%

假愈期时间

$

B

%

治愈率

)

'

$

U

%*

致残率

)

'

$

U

%*

老年组
!$ #%L%_?L> #"L!_>L! #$

$

!!L!

%

%$

$

""L8

%

对照组
%R

#-L#_>L"

"

%RL!_!LR

"

%!

$

R%L#

%

"

>

$

#8L-

%

"

!!

注!与老年组比较#

"

F

#

$L$>

+

表
%

!

两组患者脑电图变化比较*

'

%

U

'+

组别
'

轻度 中度 重度

老年组
!$ -

$

!$L$

%

#8

$

>"L8

%

?

$

#!L!

%

对照组
%R %?

$

R>L8

%

"

?

$

#?L!

%

"

$

$

$L$

%

!!

注!与老年组比较#

"

F

#

$L$>

+

/

8R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MEG5E<

2

%$#%

!

9=1L-

!

(=L#



/L'

!

两组影像学特征$头颅
'&

%之间的变化情况比较
!

两组

患者急性期头颅
'&

检查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L$>

%#主要表现为脑水肿+

Q+/'V,

期#两组病变部位之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L$>

%#但病变程度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头颅
'&

变化的比较*

'

%

U

'+

组别
'

阳性 单部位病变 多部位及弥漫性病变

老年组
!$ 8

$

%!L!

%

>

$

#"L8

%

#R

$

"$L$

%

对照组
%R #%

$

?%L-

%

#$

$

!>L8

%

"

$

%#L?

%

"

!!

注!与老年组比较#

"

F

#

$L$>

+

'

!

讨
!!

论

Q+/'V,

疾病的临床发展过程为急性
'0

中毒时期
T

假

愈期
T

迟发性脑病时期
T

脑疾病症状加重时期
T

脑疾病症状

稳定时期
T

脑疾病症状恢复时期
T

痊愈期)

%

*

+中枢神经系统

对缺氧现象表现得最为敏感而且可最先因缺氧而出现系统损

害#损害的部位主要是以大脑白质$尤其脑室旁和基底节苍白

球等处%受累最为严重)

!

*

+易在老年患者中出现#这可能是因

为老年人多数表现有范围弥漫且严重的脑动脉硬化#与平时患

者脑组织始终处在缺血状态下有关)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年

组患者
'0

中毒急性期昏迷持续时间短,假愈期短,治愈率低

和致残率高+上述结果提示患者年龄较高是
'0

中毒
Q+/'.

V,

易患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患者预后不佳的一个主要

原因+

脑电图异常表现与
Q+/'V,

的临床疾病过程之间有明

显的平行关系)

>

*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脑电图表现的异常程度

与患者的年龄大小有着相关性#与老年患者发病率高,预后差

相互一致#因此脑电图表现的改变可以被用来作为
Q+/'V,

疾病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的一个有效的指标+对于重症
'0

中毒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应动态地观察脑电图表现的变化情

况#把患者的临床症状出现明显缓解以及脑电图恢复至正常表

现作为患者临床治愈的两项主要指标+

影像学检查$头颅
'&

%可较清晰地显示
Q+/'V,

患者大

脑形态的结构改变#主要表现为早期大脑基底节区出现局灶性

低密度影#以及皮层下白质广泛的低密度改变#晚期则表现为

脑萎缩#其预后与脑白质形态改变程度有紧密的关系)

"

*

+本研

究结果显示#头颅
'&

表现的异常率没有脑电图表现高#这可

能是与头颅
'&

检查的时间有关#但头颅
'&

检查仍能显示出

老年组头颅
'&

异常程度与老年人预后差情况一致#因此可将

影像学检查$头颅
'&

%与脑电图表现的改变相互结合分析#作

为判断
Q+/'V,

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总而言之#老年人是
Q+/'V,

的易患因素#并且预后差#

老年人应作为此病的重点预防和治疗对象#对
'0

中毒的老年

人需要动态观察脑电图和头颅
'&

改变#早发现,早治疗,长疗

程#尽量减少该疾病的发生#从而避免和减轻此病带来的并发

症和残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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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区事业单位在职和离退休人员体检血脂检测结果分析

杜秀芳"昆明市东川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东川区事业单位在职和离退休人员状况!探讨高血脂对健康的不良影响%方法
!

对
#%-R

例东川区事业单位职工用酶法测定总胆固醇"

&'

#$三酰甘油"

&\

#!用直接法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PQ).'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Q).'

#%结果
!

本次体检的
#%-R

例东川区事业单位在职和离退休人员中!血脂异常
!!-

例!占体检人数的
%"L%U

%其中男性血脂异常
%?>

例!占男性体检人数的
!#L#U

%

&'

和
)Q).'

水平
?!

岁以前男

性高于女性!

?>

岁以后女性则迅速增加!明显高于男性组"

F

#

$L$#

#%

&\

$

&'

和
)Q).'

水平男女均随年龄升高!

到
>!

!

"%

岁组为高峰%结论
!

部分体检者已存在潜在危险因素!如果在某些诱因作用下!极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甚至冠心病的发生!应该提倡健康生活方式!调整饮食结构!加强户外运动!重视血脂的监测!定期到医院进行体检!

使之早发现!早治疗%

"关键词#

!

血脂&

!

动脉粥样硬化&

!

冠心病&

!

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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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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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的变化#高血

脂逐年增加#其直接导致冠心病等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增高+因

此#检测血脂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作者对东川区事业单

位
#%-R

例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进行了血脂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

年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东川区事业

单位在职和离退休职工#共
#%-R

例#其中男
8RR

例#女
>#$

例#年龄
%!

!

8R

岁+男女均按
#$

岁年龄段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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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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