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实施护理质量改进的一种方法#大大提高了护理管理措施

的执行力和依从性)

/

*

+以点带面的方法能有效地在全院范围

内全面推行品管圈活动#整体提升护理管理和护理服务质

量)

-

*

+推行品管圈活动#护士在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应用品

管圈品管手法分析#及时解决问题#持续质量改进+护理服务

质量提高#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相反低劣的护理服务质

量会降低患者的生命质量)

#"

*

+

'('

!

品管圈活动有利于提高护士综合素质
!

品管圈本着自动

自发的精神#促进不断学习,进步#运用各种改善手法解决工作

实际问题#启发个人潜能#透过团队力量#结合群体智慧#持续

改善各种问题#让每位成员有参与感,满足感#从而认识到工作

的意义和目的)

##

*

+

'(1

!

品管圈活动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
!

管理者应该强

调对员工尊重,引导,鼓励,授权#而不是监督与控制)

#+

*

+建立

相关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予相应的精

神和物质奖励是开展质量管理活动的关键之一+奖励机制坚

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重)

#.

*

+要及时发现护理人员的点滴

成长#给予精神支持及物质奖励#同时将其作为年终考核的一

项指标#使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价值认同感得到提升#从而激

发全员的质量意识,问题意识,改进意识和参与意识#促进护理

品管圈活动推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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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在足月新生儿严重高间接胆红素

血症中的脑保护作用研究"

蔡志豪!何
!

源!李卫东!谢金金!黄巧莲!黄春燕"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儿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在足月新生儿严重高间接胆红素血症中的脑保护作用$方法
!

选

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治疗的严重高间接胆红素血症足月新生儿
-"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顺序随

机分为三组!治疗
*

组%

Y

组与对照组!每组
."

例$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治疗&治疗
*

组与
Y

组患儿常规治疗同时

连续
.D

等量静脉应用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

*

组总剂量为
')"e

!

Y

组总剂量为
#)""e

$通过对比新生儿行

为神经测定"

UYU*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Y*V&

#检测结果!评估三组患儿的脑保护效果$结果
!

治疗
*

组与治疗

Y

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

组与治疗
Y

组血液指标变化均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

组与治疗
Y

组
UYU*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在足月新生儿严重高间接胆红素血症中应用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在适当的安全剂量下!重组人

促红细胞生成素能有效预防%减轻胆红素的神经毒性作用!改善胆红素脑病预后$

"关键词#

!

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

!

脑保护&

!

高间接胆红素血症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目前尚无方法,药物能直接针对胆红素神经毒性起作用#

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促红细胞生成素$

V&G

%作为一种新的神

经血管保护因子理论上有抑制胆红素神经毒性的作用)

#

*

+本

院从
+"#+

年
$

月开始研究重组人
V&G

在足月新生儿严重高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9>P5DJ=23

!

SA=

B

+"#)

!

T1=(#+

!

U1(#.

"

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山市医学科研项目$

S+"#+#!"

%+



间接胆红素血症中的脑保护作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院

治疗的严重高间接胆红素血症足月新生儿
-"

例为研究对象+

上述新生儿经血液检测#体内总胆红素大于或等于
.!+

&

F1=

"

M

#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伴或不伴胆红素脑病症状+按照

入院顺序随机分为三组#治疗
*

组,

Y

组与对照组#每组
."

例+

治疗
*

组男
#$

例#女
#!

例(胎龄
./

!

!"

周#平均$

.-(+"Q

"(/)

%周(体质量
+'""

!

!"""

8

#平均$

.+)"()Q.!"()

%

8

(病

程为
!

!

/D

#平均$

)()Q+()

%

D

(新生儿
R,$&\

缺陷症
+.

例#

新生儿
*YG

溶血症
'

例+治疗
Y

组男
#'

例#女
#.

例(胎龄

./

!

!"

周#平均$

./(/"Q#(+)

%周(体质量
+/""

!

!"""

8

#平

均$

..)"()Q)!"()

%

8

(病程为
)

!

/D

#平均$

!()Q+()

%

D

(新生

儿
R,$&\

缺陷症
++

例#新生儿
*YG

溶血症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胎龄
.-

!

!"

周#平均$

.-()"Q"())

%周(体质

量
+/)"

!

!"""

8

#平均$

.!)"()Q!!"()

%

8

(病程为
.

!

/D

#平

均$

)(+Q+(/

%

D

(新生儿
R,$&\

缺陷症
+#

例#新生儿
*YG

溶

血症
-

例+患儿无宫内感染,畸形,先心病,遗传性疾病无法配

合治疗者+三组新生儿的性别,年龄,病程及体质量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患儿入院后给予常规治疗#即光照治疗,静

脉注射清蛋白,免疫球蛋白#换血疗法#积极处理合并症#包括

低体温,低血糖,缺氧,酸中毒等)

.

*

+治疗
*

组与
Y

组在对照

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配合连续
.D

等量静脉应用重组
V&G,

+

注射液$

<:V&G

%)德国
[1;:5&:9<F9

$

%;:?52b

%

M7D

生产#进口

药品注册证号
%+""+"")#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分装#国药

准字
S+""-""$#

*+

*

组
<:V&G

总剂量为
')"e

#

Y

组
<:V&G

总剂量为
#)""e

+评估三组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

$('

!

观察指标
!

对比三组患儿治疗前后血红蛋白$

K>

%,红细

胞压积$

K;7

%,网织红细胞数$

[;7

%,血清铁蛋白$

%]

%指标变化

情况+所有患儿入院第
+

天行行为神经测定$

UYU*

%,脑干听

觉诱发电位$

Y*V&

%检测#

Y*V&

异常者行
P[I

扫描#

#

,

.

,

$

,

-

,

#+

个月随访#都行
#

岁以内
)+

项神经运动检查,

Y*V&

检

测#

P[I

扫描阳性者复查#至所有检测指标正常或达到
#+

个

月龄+统计分析患儿的
UYU*

评分#评估三组患儿的脑保护

效果+

$(1

!

疗效评价标准
!

对所有治疗患儿进行治疗前后
UYU*

评分+$

#

%显效!治疗后
UYU*

评分大于
.)

分($

+

%有效!治疗

后
UYU*

评分
."

!

.)

分($

.

%无效!治疗后
UYU*

评分低于

."

分+治疗总有效率
X

$显效
Z

有效%"患儿总数
h#""O

)

)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3Q?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三组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

治疗
*

组与治疗
Y

组

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三组患儿的治疗前后血液指标变化情况对比
!

治疗
*

组与治疗
Y

组血液指标变化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

!

三组患儿治疗后的
UYU*

评分对比
!

治疗
*

组
UYU*

评分$

.$()#Q"(.)

%分与治疗
Y

组$

.!(+/Q"(#!

%分均高于对

照组$

."()#Q"(+'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三组患儿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

或
O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
*

组
." #' #+ # -$($'

治疗
Y

组
." #! #! + -.(..

对照组
." #+ ## ' '$($'

B '(#)#! /(#$/' #"(/!+! #"(/!+!

!

*

"(".!# "(".#/ "("+#/ "("+#/

!

Y

"("./- "(".'# "("+)# "("+)#

!!

注!

!

*

为治疗
*

组与对照组比较(

!

Y

为治疗
Y

组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三组患儿的治疗前后血液指标变化情况对比%

3Q?

&

组别
)

K>

$

8

"

M

%

治疗前 治疗后

K;7

$

O

%

治疗前 治疗后

[57

$

v

%

治疗前 治疗后

%]

$

8

"

M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
*

组
." ##"(+Q#$(- #.$(/Q#)() "(.+Q"("$ "(./Q"("+ #/(.Q-(. +$()Q#"(- )"+('Q!#($ +")('Q+#()

治疗
Y

组
." ###(.Q#$(/ #.!('Q#!(' "(..Q"("' "(.'Q"("# #/()Q-(# +)(#Q#"($ )""(!Q!.(# +"/(.Q#-()

对照组
." ##+(#Q#$(' -"(/Q#!() "(.#Q"(") "(+#Q"("! #/('Q-(+ #)(/Q$(/ )"#(+Q!+(/ .$/()Q+)(#

B #(#)#! $(#)#! #(#$/' '(#$/' #(!!+! -(/!+! #(!#.$ /(/!+!

!

*

"(")+# "(".)# "(")!+ "("../ "(")$. "("++/ "(")/! "("+!'

!

Y

"(").# "(".'- "("))+ "(".$# "(")'. "("+-. "(")-! "(".#!

!!

注!

!

*

为治疗
*

组与对照组比较(

!

Y

为治疗
Y

组与对照组比较+

'

!

讨
!!

论

有学者研究发现#新生儿严重间接高胆红素血症作为新生

儿常见疾病#可导致新生儿高胆红素脑病出现#影响神经系

统)

+,.

*

+有报道指出#

V&G

属于肾脏产出的内源性细胞因子#

其作用为改善骨髓内红系祖细胞的生存,繁殖及分化#促进红

细胞产出#广泛应用在肾形与癌性贫血的临床治疗)

!,)

*

+随着

医疗检测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血液检测发现
V&G

分布于人

体多个器官内#如大脑,肝等器官内均有分布+

V&G

作为糖蛋白激素#可与其表面的受体$

V&G[

%结合产

生效果#正常条件下#其脑组织内水平较低#而脑损伤后其组织

内水平增高可营养与保护脑神经系统)

$

*

+

有报道指出#

V&G

可促进造血细胞生成及胚胎期神经系

统构建#保护神经组织不受损伤影响#实验大鼠大脑中动脉栓

塞模型中结果显示#栓塞前
#D

脑室中输注
V&G

#减少近一半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9>P5DJ=23

!

SA=

B

+"#)

!

T1=(#+

!

U1(#.



梗死面积#亦可保存脑定向力及学习力#减少神经受损+有学

者发现#体外对神经元培养结果证实#

V&G

对神经元保护可缓

解缺氧与谷氨酸中毒等+

有学者研究发现#自体
V&G

可调控红系晚期祖细胞产出#

影响组织氧合作用#临床上应用
<:V&G

治疗多种因素导致的

贫血均具较好的疗效(

V&G[

存在于神经细胞系内#对中枢神

经系统$

JU%

%具有调控作用(另研究发现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

脑病引发的脑损伤具有保护效果)

'

*

+有报道指出#

V&G

可调

节不同因素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后神经功能的复原#另对

神经功能重塑独具疗效(

V&G

还可提高神经细胞的侧枝出芽

率#复原脑细胞#修复脑功能#养护神经效果)

/

*

+有学者研究发

现#脑组织缺血缺氧条件下#谷氨酸生成增多#组织中
UP\*

受刺激#导致细胞中钙离子量增多#其与钙调蛋白合成产生一

氧化氮合酶$

UG%

%#刺激
UG

生成增多#

V&G

具有调控
UG

产

出作用#进而保护脑组织)

-,#"

*

+

大量研究证实#

V&G

与
V&G[

广泛存在于啮齿类,灵长类

动物及人体内的
JU%

内#

V&G

的脑内产出位置为海马,皮质,

内囊,中脑,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及星形胶质细胞(

V&G[

脑内

产出位置为神经元,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小胶质,星形胶质及

人外周神经髓鞘+大多数学者认为#

V&G

的神经具有养护神

经效果#影响因素为!$

#

%减少谷氨酸盐毒效($

+

%阻碍神经细胞

凋亡作用#生成抗凋亡因子($

.

%促进神经传导介质产出#改善

神经传导($

!

%降低炎性刺激#调控组织内
UG

产出($

)

%抗氧化

效果($

$

%改善脑部供血及修复受损脑血管内皮细胞+相关研

究发现#胆红素神经毒性主要为炎性反应,谷氨酸盐作用,促进

细胞死亡及凋亡#故临床上应用
<:V&G

具有较好的抑制胆红

素神经毒性的功效)

##

*

+

以往有学者认为
V&G

是带负电荷的糖蛋白#其相对分子

质量较大#无法自主透过血脑屏障#

+"""

年学者研究发现成年

脑损伤试验患者#对其进行腹腔大剂量注射
<:V&G

$

)"""e

"

^

8

%可有效养护神经系统+另学者对成年与围产期动物药物实

验中#实验动物经注射使用高剂量
<:V&G

后#脊髓液及脑提取

液内
V&G

水平较高#达到养护神经合理剂量)

#+

*

+有报道指

出#在正常情况下#血液循环系统内仅
#O

的
<:V&G

可自主透

过血脑屏障#故较高剂量可使其达到养护神经的合理剂量)

#.

*

+

本院对治疗
*

组与
Y

组患儿给予不同剂量
<:V&G

注射治疗#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均优于对照组#临床上为了避免大剂量

<:V&G

使用后颅内出血,慢性肺疾病或迟发型败血症等并发

症的出现#推荐使用治疗
*

组
<:V&G

给药总剂量
')"e

为安

全剂量+

本地区属
R,$&\

缺乏症高发地区#每年都有不少
R,$&\

缺乏,

*YG

血型不合等病因引起的重度黄疸新生儿#严重高间

接胆红素血症可引起胆红素脑病#导致神经损害及功能障碍#

对社会及家庭造成极大危害)

#!

*

+本院通过研究发现#在足月

新生儿严重高间接胆红素血症中应用重组
V&G

#治疗
*

组与

治疗
Y

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治疗
*

组与治疗
Y

组血液指标变化均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

组与治疗
Y

组

UYU*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在足月新生儿严重高间接胆红素血症中应用重

组
V&G

#在适当的安全剂量下#重组
V&G

能有效预防,减轻胆

红素的神经毒性作用#改善胆红素脑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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