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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患儿血浆
"

反应蛋白及外周血白细胞变化特点

吴美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医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手足口病患儿血浆
"

反应蛋白"

"̀ Z

$及外周血白细胞"

LQ"

$变化特点%方法
!

回顾性

分析
&%

例手足口病患儿临床资料%按年龄把小于或等于
#

岁的患儿分为第
#

组!

%

#

岁的患儿为第
&

组%分别记

录两组患儿入院时血浆
"̀ Z

及外周血
LQ"

!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

例中男孩
#+

例!女孩
##

例!男
k

女为

#'+k#'$

%

&

#

岁患儿
##

例!占
)*'%2

!

%

#

岁患儿
#+

例!占
(&'#2

%第
&

组患儿血清
"̀ Z

浓度)"

&#'(((*Y

#,'(%,(

$

-

.

'

/

*较第
#

组高)"

#$'$%$%Y#$')&%#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

$%而两组的外周血

LQ"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

$%结论
!

男孩患手足口病比例较高!年龄大的儿童比年龄小的儿童容易患手

足口病!且血清
"̀ Z

浓度也较高!但两组患儿外周血
LQ"

无明显差别%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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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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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

>=8E

#

?66<=8E-6D<>E7;:=;:

#

\]0P

&主要是由

*#

型肠病毒$

:8<:A697AD;<

HB

:*#

#

!V*#

&及科萨奇病毒$

"6I4

;=@R7:97AD;

#

"V

&等引起的全球范围的小儿传染病+

#

,

)由于病

原微生物及宿主的特点#因而出现的炎症变化有其特点#临床

表现也有其特征)国内研究表明#高敏
"

反应蛋白$

>

HB

:A;:84

;7<79:"4A:=@<79:

B

A6<:78

#

>;4"̀ Z

&是
\]0P

早期诊断敏感而非

特异的指标+

&4)

,

)本研究分析在本院住院的不同年龄
\]0P

患儿的血清
"̀ Z

及外周血白细胞$

LQ"

&变化#为
\]0P

患儿

的诊疗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

%

月在本院住院*临

床病历资料齐全的
\]0P

普通病例患儿
&%

例)所有病例符

合卫生部制定的2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

年版3标准并全部排

除细菌感染)按年龄把小于或等于
#

岁患儿分为第
#

组#

%

#

岁患儿分为第
&

组)患儿来自右江河谷区县的城镇及农村#多

为散居儿童)

$'/

!

实验室检查
!

所有患儿在入院后
&5>

内空腹采集外周

静脉血
&-/

分别进行
"̀ Z

及血常规检查)

"̀ Z

检测采用

g&

金标定量读数仪$

g&PN1 :̀=E0:<:A

&)血常规$

LQ"

计

数&检查采用雅培
#*$$

$

"!//4P_Ẁ 4#*$$

&血细胞计数仪

检测)

$''

!

统计学处理
!

患儿血浆
"̀ Z

浓度及外周血
LQ"

计数采

用
HYD

表示#数据使用
Z!0O)'#

进行
>

检验#以
!

$

$'$,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儿性别构成情况
!

&%

例患儿中#男
#+

例#占
(&'#2

#

女
##

例#占
)*'%2

#男
k

女为
#'+k#'$

)

/'/

!

患儿年龄构成情况
!&

#

岁患儿
##

例#占
)*'%2

%

(

#

岁患儿
#+

例#占
(&'#2

)

/''

!

\]0P

婴儿及儿童血浆
"̀ Z

及外周血
LQ"

计数情

况
!

第
#

组患儿
"̀ Z

为
5

!

)%-

.

"

/

#外周血
LQ"

为$

,'5

!

#,')

&

S#$

%

%第
&

组患儿
"̀ Z

为
,

!

,,-

.

"

/

#外周血
LQ"

为

$

,'5

!

#)',

&

S#$

%

"

/

)见表
#

)

表
#

!

手足口病婴儿与儿童血清
"̀ Z

及外周血

!!!

LQ"

计数比较%

HYD

&

组别
+ "̀ Z

浓度$

-

.

"

/

& 外周血
LQ"

$

S#$

%

"

/

&

第
#

组
## #$'$%$%Y#$')&%# #$'5#+&Y&'%+((

第
&

组
#+ &#'(((*Y#,'(%,( +'+)))Y&'&&5,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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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8D=A

H

&$#&

!

V6C'%

!

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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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0P

主要是由
!V*#

及
"V

等引起的全球范围小儿传

染病+

#

,

)自
&$

世纪
%$

年代后期以来#亚太地区该病发生率呈

上升趋势#其流行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77

等+

5

,在新加坡的研

究表明#在气温高于
)&M

的情况下#气温每升高
#M

#

\]0P

的发病率增加
)(2

#而且发现中等程度下雨也增加
\]0P

的

发生)某项在日本的研究也表明#对于小于
#$

岁的儿童#平均

气温每升高
# M

#

\]0P

发生率增加
##'&2

%湿度每增加

#2

#

\]0P

就增加
5'*2

+

,

,

)

&$#$

年右江河谷气温较高#雨

量较多#

\]0P

病例增加#到本院就诊的患儿增加#且以
(

!

%

月份为多#与文献报道相似)高温及中等雨量对病毒活性及小

儿免疫力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发病率增加)

!V*#

为

Ẁ3

病毒#

#%(%

年在美国加州首次分离成功#研究发现其与

位于
LQ"

*呼吸道细胞*胃肠道细胞及神经元树突上特异的

!V*#

受体结合#通过细胞因子#如
J/4(

等增加来改变机体的

免疫状态#造成炎症及损害+

(4*

,

)

e7:

等+

+

,研究也表明#

Q

淋巴

细胞及
J

.

T

也参与了
!V*#

的致病过程)本研究显示#住院

\]0P

患儿男
k

女为
#'+k#'$

#表明男孩易感染
\]0P

病

毒)此外#

&

#

岁患儿
##

例#占
)*'%2

#

%

#

岁患儿
#+

例#占

(&'#2

#表明不同年龄小儿受感染的机会及免疫力不同#发病

率也不同)本院的手足口病普通患儿中尚未发现小于
(

个月

的小儿#这可能是一方面这个月龄的小儿接触到病毒的机会较

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这个月龄儿童体内含有较多经胎盘和母

乳获得了母体对抗病毒的抗体)

"̀ Z

是在人体感染和组织损伤时血浆浓度急剧升高的主

要急性期蛋白#其可以激活补体和加强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而

起调理作用#从而清除入侵机体的病原微生物和损伤*坏死*凋

亡的组织细胞#在机体的天然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保护作

用)国内研究表明#

\]0P

患儿的
"̀ Z

增加#并认为
"̀ Z

是

\]0P

早期诊断的敏感指标+

&4)

,

)成年人血清
"̀ Z

浓度的正

常参考值为
$

!

#$-

.

"

/

#而本院研究显示#

&

#

岁患儿
"̀ Z

为

5

!

)%-

.

"

/

#

%

#

岁患儿
"̀ Z

为
,

!

,,-

.

"

/

#说明小儿的免

疫功能较成年人低#尤其以婴幼儿更明显)所以#在临床上以

"̀ Z

来诊断
\]0P

及观察其病情变化时不能以
#$-

.

"

/

作

为界值#而是要综合年龄差异来考虑)在婴幼儿#血清
"̀ Z

)-

.

"

/

为升高#稍大儿童以
,-

.

"

/

为升高)本研究还显示#

第
&

组患儿血清
"̀ Z

浓度较第
#

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X$'$)%#

&)表明不同年龄患儿
"̀ Z

变化和免疫力不同#对

病毒的反应及炎症表现也不一致)

尽管韦小莉+

)

,的研究提示
\]0P

患儿的
LQ"

计数高于

健康对照组#但本研究显示#

&

#

岁患儿外周血
LQ"

为$

,'5

!

#,')

&

S#$

%

"

/

%

%

#

岁患儿外周血
LQ"

为$

,'5

!

#)',

&

S#$

%

"

/

)说明部分
\]0P

患儿的外周血
LQ"

正常#与文献+

)

,报

道的不一致)本院两组
\]0P

患儿的外周血
LQ"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X$'##)+

&#说明年龄与
LQ"

变化无明显关系)

总之#本研究表明#住院
\]0P

患儿的特征为患儿比例较

高#年龄大的儿童比年龄小的儿童容易患
\]0P

#且血清
"̀ Z

浓度也较高#但两组患儿外周血
LQ"

无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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