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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肾脏功能的影响及胱抑素
Q

测定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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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肾脏功能的影响及测定胱抑素
Q

"

Q

I

EQ

$的临床应用'方法
!

以

8:

例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为高胆组和
'(

例非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为对照组进行血尿素氮"

-eZ

$%肌酐"

Q=>D

$和
Q

I

9

EQ

的测定'结果
!

高胆组和对照组比较血
-eZ

%

Q=>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胆红素水平越高!

Q

I

EQ

含

量也相应增高!呈明显的正相关'结论
!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时
Q

I

EQ

含量增高!并随血胆红素浓度增加而增加!

血
-eZ

%

Q=>D

则没有变化'

Q

I

EQ

作为检查和监测指标!对高胆红素血症肾脏功能损害的早发现%早诊断%指导临床

治疗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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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的常见疾病#已知高胆红素

血症$简称高胆&常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但高胆与肾脏

功能之间的关系临床报道不一)

$

*

+作者
8:

例新生儿高胆红素

血症患儿进行肾脏功能指标及血清胱抑素
Q

$

Q

I

EQ

&测定#以了

解
Q

I

EQ

的测定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肾脏功能变化的

意义#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6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住本院

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8:

例为高胆组#均为足月儿#男
*(

例#

女
::

例#日龄
$

!

%45

#平均$

$(&:a*&(

&

5

#出生体质量
%&%

!

:&8[

"

#平均$

:&:a(&:

&

[

"

+高胆红素血症诊断标准!足月儿

血清总胆红素超过
%('&(

%

O<N

"

/

)

%

*

#高胆原因分别为!母乳性

黄疸
%8

例#

.-_

血型不合溶血
$8

例#头颅血肿
$(

例#肺炎
'

例#单纯性高胆
6

例#其他原因
'

例+按照胆红素水平分成轻

度,中度和重度胆红素血症组+胆红素
%('&(

!

%''&6

%

O<N

"

/

为轻度胆红素血症组#共
:$

例#男
$8

例#女
$*

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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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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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中度胆红素血症组#共
:%

例#男
$4

例#女
$4

例%

(

:()

%

O<N

"

/

为重度胆红素血症组#共
$(

例#男
4

例#女
*

例+

:

组患者年龄,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为本院产科足

月顺产的健康新生儿
'(

例#男
%:

例#女
%8

例#日龄
$

!

%%5

#

平均$

'&:a:&8

&

5

#出生体质量
%&8

!

*&:[

"

#平均$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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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小于
$8(

%

O<N

"

/

#所有新生儿均排除窒

息,感染以及肾毒性药物接触史+

$&/

!

方法

$&/&$

!

样品采集
!

两组新生儿均于出生
:5

后抽取静脉血
%

!

:O/

置于普通干燥管#室温静置
%(OA;

后#

:(((=

"

OA;

离

心
$(OA;

分离血清+所有项目均在日立
84((

生化分析仪上

完成+

$&/&/

!

检测方法
!

血尿素氮$

-eZ

&测定采用尿素酶法#肌酐

$

Q=>D

&测定采用酶法#

Q

I

EQ

测定采用颗粒增强透射免疫比浊

法#试剂均由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用
Ga@

表示#组间比较用
3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

!

结
!!

果

两组新生儿肾功能及
Q

I

EQ

测定结果见表
$

+从表
$

可见#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血
Q

I

EQ

含量明显升高#高于对照组#肾功能

指标血尿素氮和肌酐的浓度无明显异常#且高胆红素血症患儿

血胆红素水平越高#

Q

I

EQ

含量也相应增高#呈明显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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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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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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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新生儿肾功能及
Q

I

EQ

测定结果&

Ga@

'

组别
%

Q

I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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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

$

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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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D

$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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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度胆红素血症
:$

(&)%a(&$:

"

*&$a(&8(

""

4:&'a$'

""

中度胆红素血症
:%

$&:'a(&:%

"

*&%a(&6:

""

4*&%a$4&%

""

重度胆红素血症
$(

%&8(a(&)6

"

*&8a$&:

""

8:&$a$6&8

""

健康对照
'( (&)(a(&$$ :&6a(&)8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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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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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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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的常见疾病#高浓度的胆红

素被认为是具有潜在毒性的血红素终末代谢产物+近年来#胆

红素对新生儿肾脏功能的影响受到普遍关注+新生儿高胆红

素血症时胆红素可以进入肾组织#导致肾组织损伤和生理功能

的改变#其损伤程度与血胆红素的浓度呈正相关)

:

*

+但关于高

胆红素血症对肾脏功能影响的文献报道尚不多见#且各家意见

不一+早在
$64%

年
->=;E?>A;

对死于核黄疸的新生儿尸检表

明在肾锥体,肾髓质及肾小管内有胆红素结晶#部分有肾乳头

坏死#更严重的是肾小管和肾小球旁的损害+

$66'

年
Q<N>

等)

*

*对高胆红素血症死亡的新生儿尸检发现#除上述病变外还

在肾小球旁间质发现有小的坏死灶+

-=<P>=

"

>=

等报道患高胆

红素血症的足月儿肾小球和肾小管功能均受损+国内王宝西

等)

:

*观察了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与
-eZ

的关系#认为新生儿

高胆红素血症时胆红素可进入肾组织#导致肾组织损伤和生理

功能的改变#其损伤的程度与血中胆红素的浓度呈正相关#当

黄疸消退时肾功能逐渐恢复+李坚等)

'

*研究表明中,重度高胆

红素血症患儿肾脏滤过功能下降+而
T;

"

N>

等研究认为轻,中

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肾小球滤过功能正常+本研究表明高

胆红素血症可造成新生儿肾脏功能损伤#包括肾小球滤过功能

及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受损+其中对肾小管功能损伤更为常见#

对肾小球滤过功能的损伤主要见于中,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

儿+

在临床检验中常用血
-eZ

和
Q=>D

的测定作为肾脏功能

的监测指标#但这些指标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不同程度

地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4

*

+

Q

I

EQ

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较低的蛋

白质#具有稳定和不受调节的性质#可自由通过肾小球#其血清

浓度与肾小球滤过率$

#\+

&密切相关#可作为肾小球滤过功能

的指标+最近临床试验表明血清
Q

I

EQ

浓度与
#\+

的相关性

优于
Q=>D

#是一种反映
#\+

变化的理想内源性标志物+同时

由于小儿肌肉量少
Q=>D

的测定结果很低#致使
Q=>D

测定的精

确度差#因此#

*

岁以下儿童
Q=>D

的参考值
%&(

!

*&(O

"

"

/

#难

于通过用
Q=>D

来测定有较小变化肾脏
#\+

+另一方面#

$

岁

以上儿童血清或血清胱抑素
Q

浓度已很稳定#近于成人水平+

所以血清胱抑素
Q

是反映儿童
#\+

受损的灵敏标记物#更适

合儿童肾病患者的肾脏功能评价+

在本试验中#

'(

例对照组
Q

I

EQ

,

-eZ

,

Q=>D

的浓度均在正

常范围内#从检测结果中可以看出高胆组
Q

I

EQ

浓度明显升

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eZ

,

Q=>D

的浓度变化不大#与健康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Q

I

EQ

在体内产生恒定#循环稳定#不会被肾小管重吸收和

分泌#不能从肾脏以外的途径排出体外)

8

*

+

-eZ

,

Q=>D

因其检

测方法简便#费用低廉#检测时间短#是临床常用的监测肾功能

的指标+但其浓度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因此用
-eZ

,

Q=>D

来反映肾脏是否有轻微损害临床应用价值不大#而
Q

I

EQ

在肾脏轻微受损时已经出现升高#较
-eZ

,

Q=>D

更敏感+本试

验说明#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检测
Q

I

EQ

浓度#有利

于高胆红素血症对肾脏功能损害的早发现,早诊断#对指导临

床治疗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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