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不可否认#术前放置胸腔引流管也起到术后患肺复张的

作用#有报道称术前应用导尿管代替常规胸腔引流管在进行

引流的同时#可减轻患者因胸引管过粗产生疼痛#但临床过

程中发现#尿管引流残气效果佳)

,

*

#但引流液体极易被堵塞#

且尿管管理麻烦费时#所以术前本科室所有患者均采用常规

胸引管+由此可见#本科室采用单根改良型腔闭式引流管#同

样达到了传统胸腔镜治疗肺大炮需安放
.

根胸腔闭式引流管

$上引流管引流气体#下引流管引流液体%的目的+术前患者更

能耐受安放
"

根胸腔闭式引流管#有效地减轻了由于安放
.

根

引流管所带来的痛苦及不便+基于本研究在于减轻患者痛苦#

可联合腰带固定胸引瓶以更好提高患者术后舒适率及减低胸

引管意外脱出率)

!

*

+

因此#改良型胸腔闭式引流术适合在各级医院电视胸腔镜

辅助小切口治疗肺大疱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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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血糖仪与生化分析仪测定血糖结果比对分析

庞培君"江苏宜兴市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快速血糖仪血糖测量值的准确性$方法
!

选取
,#

例门诊糖尿病患者!分别采用快速血糖

测定仪和生化分析仪测定空腹血糖和餐后
.>

血糖$结果
!

快速血糖仪和生化分析仪测定空腹血糖分别为"

$-8]

.-Q

#

00:A

&

1

和"

Q-.],-.

#

00:A

&

1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2

#%餐后
.>

血糖分别为"

"#-"],-,

#

00:A

&

1

和"

""-3],-8

#

00:A

&

1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2

#$结论
!

快速血糖仪简便快捷!结果准确!

可以用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检测$

"关键词#

!

快速血糖仪%

!

血糖%

!

生化分析仪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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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8!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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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糖尿病患者的增多#快速血糖仪在进行即时检验时#

已广泛用于糖尿病治疗效果监测,糖尿病患者筛选等#具有方

便,快捷,灵敏,需血量少,缩短检验周转期等特点#其准确性,

重复性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对血糖仪测定的血糖与

实验室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的血糖进行对比#评价便携式血糖

仪的准确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Q

#

"#

月在本社区服务中心门诊的
.

型糖尿病患者
,#

例#其中男
"Q

例#女
".

例(年龄
,#

#

8.

岁#

平均$

2,-3]Q-3

%岁+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

,#

例患者均检测早餐前空腹及餐后
.>

血糖+患者血清标本

无溶血,脂血及黄疸+

$-/

!

方法
!

每例患者先测定指尖的毛细血管血糖#用常规方

法消毒患者的无名指指尖待干后#用采血笔采血后弃去第
"

滴

血#将第
.

滴血滴于试纸测试区#用强生稳豪血糖仪测定患者

指尖的毛细血管血糖+然后#于
20B/

内抽取同侧肘正中静脉

处测定静脉血浆血糖#常规消毒后#用一次性真空采血针组件

为患者采静脉血
.01

送化验室#采用迈瑞
!##

生化分析仪测

定患者的静脉血浆血糖+

$-'

!

仪器与试剂
!

快速血糖仪选用强生稳豪快速血糖仪#采

用强生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原配套血糖测试纸#迈瑞
!##

生化分

析仪的已糖激酶法测定患者的静脉血浆血糖+每周用质控物

校准
"

次#标本严格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

$-1

!

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使用
IVII"!-#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比较用
?

检验#以
5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对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分别采用快速血糖仪和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进行检测早餐前空腹及餐后
.>

血糖#结果显示#两

种方法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2

%#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测定血糖比较%

E]>

+

00:A

&

1

'

组别
)

空腹血糖 餐后
.>

血糖

快速血糖仪
,# $-8].-Q "#-"],-,

生化分析仪
,# Q-.],-. ""-3],-8

? _ #-.2,$ "-3!8"

5 _ #-3#Q, #-"#!2

!!

注!

_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检测血糖结果的准确性对临床治疗,用药监控等极为重

要#血糖仪具有稳定可靠,操作简单,经济,需血量少#尤其对连

续多次血糖监测的患者#可减轻多次采静脉血造成的痛苦#并

为快速诊断提供科学依据+因此#血糖仪被广泛应用到临床检

测血糖的常用工具+彭燕等)

"

*对不同快速血糖仪各分组进行

K?;5

分析#显示快速血糖仪检测结果稳定+快速血糖仪检测

的是毛细血管全血葡萄糖#检测原理一般为葡萄糖氧化酶比色

反应+此酶作为触酶使葡萄糖氧化葡萄糖酸及过氧化氢#而过

氧化氢使氧接受剂氧化而产生颜色改变#可用反射光度计或吸

收光度计测定#其检测结果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静脉血糖

相似+本研究检测结果显示#快速血糖仪以指尖的毛细血管全

血检测的血糖值比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略低#但二者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5

%

#-#2

%#这与文献)

.

*报道相似+末梢血是毛

细血管全血#包含血浆和红细胞+红细胞中含葡萄糖比血浆中

少#由于采取末梢血时常伴随有组织液的渗出#使末梢血血糖

值更容易低于静脉血血浆血糖值+

但快速血糖仪器容易受仪器性能,环境温度和湿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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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血方法等的干扰#导致测定的血糖值与实验室大型生物化学

分析仪测定的血糖值出现偏差)

,

*

+因此#如何对使用快速血糖

仪的操作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建立规范统一的血糖快速检测

操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来减少由于人为因素而导致的测量误

差)

!

*

#使血糖的快速检测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患者的实际情况从

而指导医务人员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成为临床工作者关注

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快速血糖仪的作用#应严格快速血糖

仪各步骤完全按规范操作#解除患者的紧张情绪#取末梢血时

不要对指端作过分的挤压#以免挤出的组织液对血液标本造成

稀释#使结果出现假性偏低#操作过程中要遵守无菌技术#并要

做好采血前患者的心理护理#特别是对老年人和儿童要做好解

释工作和心理安慰#注意某些药物对血糖值的影响#如维生素

O

会使血糖值偏低#并做好血糖仪的定期清洁保养+

快速血糖仪使用方法简易#经过相应的培训#都能自行熟

练应用#方便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的治疗监测)

2

*

#完全可以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力倡导,推广,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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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清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例疗效观察

马永海"青海省湟源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

Q"."##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疗效$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
33

例慢性阻塞性肺炎患者!男
!2

例!女
."

例!均给予基础治疗!其中
,,

例观察组使用痰热清注射液
.#01

加入
2X

葡萄糖溶液
.2#01

静脉滴注!

"

次&天$对照组
,,

例未使用痰热清注射液$疗程均为
"#6

$结果
!

观察组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的咳嗽'咳痰'痰黏度和发热等症状均明显改善!总有效率均在
8#X

以上$结论
!

痰热清治疗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有可靠疗效$

"关键词#

!

痰热清注射液%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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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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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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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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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

米以上#气候寒冷+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

OeVU

%在当地属于常见病和多发病+本院

从
.#"#

年以来使用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

者#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全部病例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

科住院的慢性阻塞性肺炎急性加重期患者#诊断均符合
.##$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

南3

)

"

*

#其中男
!2

例#女
."

例+随机将患者分为治疗组
,,

例#

对照组
,,

例+两组性别,年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

#-#2

%#提示
.

个样本病情相似#具有可比性+

$-/

!

治疗方法
!

33

例患者随机配对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
,,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吸氧,抗感染,祛痰止咳治疗+观察

组同时给予痰热清注射液
.#01

联合
2X

葡萄糖溶液
.2#

01

#静脉滴注#每天
"

次+疗程均为
"#6

+

$-'

!

疗效评定
!

显效!咳嗽,咳痰消失#憋喘明显减轻#可从事

轻体力劳动(有效!偶有咳嗽,痰少#静息状态下无明显的憋喘(

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总有效率
[

$显效
\

有效%"总例数
h

"##X

$-1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采用
"

.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以
5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两组治疗效果见表
"

+由表
"

可见#两组间疗效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5

$

#-#2

%+

表
"

!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

$

X

%*

观察组
,, ., Q . ,"

$

8,-8

%

对照组
,, "8 3 Q .2

$

$2-Q

%

'

!

讨
!!

论

OeVU

是一种以气流受限为特征的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

可逆#且呈进行性发展#与肺部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

性反应有关#其主要病理学特点是气道的持续性,慢性,非特异

性炎性反应#伴有进行性肺功能损害+

OeVU

在中医归属于

.咳嗽,喘证,肺痿或肺胀/等范畴#其病因为机体受外邪侵扰#

痰浊壅肺#痰瘀互阻等导致机体发病+痰热清注射液由黄芩,

熊胆粉,山羊角,金银花,连翘等几味动植物药品组方而成)

.

*

+

能显著改善肺功能)

,

*

#具有抗菌,止咳,化痰,解痉平喘和退热

等作用)

!

*

#对于机体痰浊壅肺#痰淤互阻可起到化痰镇咳#逐淤

通气等功效#用于
OeVU

的临床治疗有积极意义#值得在临床

治疗中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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