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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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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血清中胰岛素(

/

肽测定在新生儿低血糖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新生儿共
$#-

例!所有患者入院后立即取静脉血查胰岛素(

/

肽和血糖'结果
!

低血糖组胰岛素(

/

肽明显高于正常血糖组!且胰

岛素(

/

肽值越高!低血糖持续时间越长'结论
!

胰岛素(

/

肽血清浓度对血糖的调节作用在新生儿期已经成熟!测

定血清中胰岛素(

/

肽对预测低血糖持续时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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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低血糖是一种新生儿期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是

新生儿脑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引起远期神经
!

精神发育障

碍#影响生存质量#降低人口素质-

"!&

.

+新生儿低血糖造成脑损

伤的程度与低血糖持续时间有关#低血糖持续时间越长#脑损

伤越严重+如能及时诊治#尽早纠正低血糖#可减少永久性中

枢神经系统后遗症发生-

-

.

+近年来研究发现#新生儿低血糖与

其内分泌系统相关激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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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的内在因素有
/

肽,胰岛

素等+本文就新生儿血清中胰岛素,

/

肽浓度测定的临床意义

分析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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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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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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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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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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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本院新生儿

科收治的新生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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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低血糖病例
#$'

例#正常血糖

病例
.-

例#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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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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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病例资料

组别
.

出生胎龄

早产儿 足月儿 过期产儿

出生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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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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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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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合并症

妊高征 糖尿病 无

性别

男 女

低血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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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见#与正常血糖患儿相比#低血糖患儿出生胎龄

较早,体质量偏轻#其母亲患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简称妊高征&

和糖尿病的概率更高#但在性别构成比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就胎龄,体质量和母亲合并症而言#正常血糖和

低血糖患儿的数据与致低血糖的常见因素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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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方法
!

入院后每例患儿均立即采取温热足跟的末梢

血#采用日本泰尔茂血糖仪测定微量血糖#并进行动态血糖监

测+同时抽取静脉血检测胰岛素,

/

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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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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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实用新生儿学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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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血糖界值+无症状时血糖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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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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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分析均采用
0200"5%'

统计软件完

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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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和检验和加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

统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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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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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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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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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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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胰岛素和
/

肽水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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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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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和检验结果表明#与正常血糖组相比#新生儿低血糖组胰岛

素和
/

肽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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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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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胰岛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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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中位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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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数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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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和
/

肽水平与低血糖持续时间之间的相关性
!

#$'

例低血糖患儿的数据分析见表
$

+对表
$

中的低血糖持续

时间与胰岛素浓度中位数和
/

肽浓度中位数的关系进行加权

线性回归分析#加权值为患者例数#该分析结果显示#低血糖持

续时间与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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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此结果表明胰岛素和
/

肽的增高不仅与血

糖降低有关#也和低血糖持续时间有关#胰岛素和
/

肽增高幅

度越大#则低血糖持续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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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低血糖的影响因素多而复杂#如早产儿,体质量与

胎龄不符的新生儿,宫内发育迟缓的新生儿,糖尿病母亲所生

的新生儿,围生期缺氧缺血的新生儿及低体温新生儿,先天性

高胰岛素血症等-

#

#

"'!"&

.

+陈昌辉和李茂军-

"-

.在解读1新生儿低

血糖症筛查和后续管理指南 $

#'""

年版&2时也提到#高胰岛素

血症是新生儿时期严重的持续性低血糖症最常见的原因+本

项研究中所统计出的数据表明#低血糖病例共有
#$'

例#其中

胰岛素升高占
-&%?5W

#

/

肽升高占
"(%'.W

+胰岛素升高病

例共有
"&(

例#其中
5(%$W

出现低血糖%

/

肽升高共有
&'

例#

其中
.#%-W

出现低血糖+提示新生儿期发生低血糖与新生儿

体内的胰岛素与
/

肽水平密切相关+低血糖新生儿组血清中

胰岛素,

/

肽水平较正常血糖新生儿组明显增高+提示胰岛

素,

/

肽的血清浓度在新生儿这一群体中对血糖的影响是很显

著的#新生儿期胰岛功能已经完善#可以分泌释放胰岛素与
/

肽#并能调节血糖的高低+

相关分析显示#低血糖持续时间与胰岛素和
/

肽均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胰岛素,

/

肽浓度对预测低血糖持续时间具有

重要意义#可以指导临床尽早干预低血糖#从而有效降低低血

糖及并发症发生-

"(

.

+

虽然直接检测血糖简单方便#但是无法预测低血糖的持续

时间#不利于制订对顽固性低血糖的应对方案+而且单纯监测

血糖#不预测低血糖可能的持续时间#就无法在与患儿家长交

代病情时更好地交流+如果有了胰岛素,

/

肽的检测结果#对

低血糖的严重程度可以更好地与家长进行病情沟通#对疾病疗

程的交代就可以得到家长的理解与配合+既可以减少不必要

的医患纠纷#又可以降低因不能预测低血糖的持续时间导致家

长不理解#为什么低血糖持续不能缓解而对医疗行为的误解#

从这一层面来说#意义也很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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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生干预#对医护人员操作作出了明确规定#严格执行无菌

操作#观察患者体征#在保证成功穿刺新瘘的同时#降低血液感

染率-

"#

.

+此外#护理人员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了相关健康教

育#告知患者家属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护理的重要性#一旦发现

异常迹象#立即就医+本研究结果表明#集束组新瘘使用情况

明显优于对照组+本研究又对护士及患者满意度进行了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集束组护士满意度及患者满意度均高于对照

组#表明集束化护理已取得广泛认可+这是因为#集束化护理

模式不仅提高了患者透析期间的护理质量#还打破了以往的随

访缺陷#除了门诊方式外#由专门固定的责任护士依据患者档

案进行电话随访#随时掌握患者新瘘使用与维护情况+定时与

患者家属沟通#了解最新情况+患者新瘘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

及时解答+集束化护理在血液透析患者的治疗及预后中取得

了良好成效#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研究数据#集束化护理对患

者远期预后的影响尚不明确+期待更严谨的研究对集束化护

理策略在血液透析患者新瘘使用中的远期疗效作出更权威的

解释+

实施集束化护理能够有效提高穿刺成功率#保证血流量充

足#降低新瘘失功率#避免血流感染和血肿发生-

"$

.

+在实际护

理工作中#护理人员应当严格执行集束化护理管理#通过加大

医生,护理人员,患者及家属的配合力度#提高护理质量+由于

操作受多因素影响#患者自身血管条件差异较大#临床操作时

应当注重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穿刺方案+同时#在护理过

程中注意总结经验#提高内瘘使用寿命#通过加强内瘘护理降

低新瘘堵塞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

.

+集束化护理的实施提高了

护士满意度#鼓励护理人员积极参与护理工作#提高护理效果+

与此同时#患者对本院护理工作满意度有较大提高#值得临床

推广+集束化护理实施过程中#应对护理人员进行定期护理培

训#通过检查,抽查,评估等方式不断完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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