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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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肺癌患者手术后继发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研究

余
!

鑫!刘
!

懿!叶
!

璐!李
!

哲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普胸外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肺癌患者术后继发急性肾损伤"

/SW

#的危险因素$方法
!

纳入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接受

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
!'+

例!其中术后继发
/SW

患者
,%

例"观察组#!术后未继发
/SW

患者
#,&

例"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

资料!对肺癌术后继发
/SW

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N1

A

;<8;@

回归分析$结果
!

患者年龄&术前血清肌酐"

HR=

#水平&糖

尿病&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H/

#标准分级和手术时间是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危险因素!其中糖尿病&术前
HR=

水平和平均手

术时间是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

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危险因素较多!密切关注各种危险因素对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

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肺癌'

!

急性肾损伤'

!

危险因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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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肺癌是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和病死率高(

#

)

*全球每

年超过
#!"

万人死于肺癌#在因肿瘤死亡的总人数中占
!"*

#

居于首位(

!

)

*随着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肺癌发

病率逐年增长且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

&

)

*目前#手术切除术

是治疗肺癌的最有效方法#但术后易继发相关并发症*急性肾

损伤$

/SW

%是常见的肺癌患者术后并发症#若不及时治疗#将

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

%

)

*本研究旨在探讨肺癌患者术后继

发
/SW

的危险因素#为术后
/SW

防治提供一定的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接受手术

治疗的肺癌患者
!'+

例#其中术后继发
/SW

患者
,%

例纳入观

察组#术后未继发
/WS

患者
#,&

例纳入对照组*所有患者在

术前均未接受放化疗*所有患者均通过影像学'组织病理学和

细胞病理学检查#由两名肺癌诊治专家共同确诊为肺癌*

$)/

!

方法

$)/)$

!

手术方法
!

所有患者在气管插管全麻条件下进行肺叶

切除术#全肺叶切除
!#$

例#双肺或左全肺切除
$!

例*

$)/)/

!

研究指标
!

采集所有患者人口学资料#在术前检测患

者血清肌酐$

H@=

%'肾小球过滤率$

abF

%'尿量等实验室指标#

记录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术中资料*采用美国麻醉医

师协会$

/H/

%标准对患者进行分级*根据急性肾损伤网络

$

/SWL

%推荐的标准对
/SW

患者进行分级#分级标准见表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UHH#')"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O_<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确定危险因素后#多因素

N1

A

;<8;@

回归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临床资料组间比较
!

患者年龄'术前
HR=

水平'糖尿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2>O7:R4;3

!

G?4

5

!"#'

!

[14)#&

!

L1)#&



/H/

分级和手术时间是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危险因素* 见表
!

*

表
#

!!

/SWL

分级诊断标准

分级
HR=

尿量

'

级
&

!')$

,

D14

"

N

或较基础值升高
#)$

倍以上
$

")$DN

"$

]

A

-

9

%#持续超过
'9

-

级 较基础值升高
!

!

&

倍
$

")$DN

"$

]

A

-

9

%#持续超过
#!9

.

级
较基础值升高

&

倍以上#升高至
&$&)'

,

D14

"

N

的基础上再升高

%%)!

,

D14

"

N

#或需进行肾脏替代治疗
$

")&DN

"$

]

A

-

9

%#持续超过
!%9

#或无尿持续超过
#!9

表
!

!!

临床资料组间比较

变量
观察组

$

'f,%

%

对照组

$

'f#,&

%

2

"

!

!

!

年龄$岁#

O_<

%

'!)#$_+)$' $!)&#_,)+# !)&#( ")"!#

性别

!

男(

'

$

*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

%

吸烟史

!

是(

'

$

*

%)

'"

$

+#)%

%

#&'

$

+%)&

%

#)&&" ")!%%

!

否(

'

$

*

%)

!%

$

!,)'

%

%+

$

!$)+

%

饮酒史

!

是(

'

$

*

%)

$+

$

'+)(

%

#!+

$

'()%

%

#)%#$ ")!",

!

否(

'

$

*

%)

!+

$

&!)#

%

$'

$

&")'

%

术前
HR=

水平$

,

D14

"

N

#

O_<

%

(%)+&_!()%' '&)$#_#&)#( #")$#,")"""

糖尿病史

!

是(

'

$

*

%)

#+

$

!")!

%

##

$

')"

%

%)#"' ")"&(

!

否(

'

$

*

%)

'+

$

+(),

%

#+!

$

(%)"

%

高血压史

!

是(

'

$

*

%)

!#

$

!$)"

%

%$

$

!%)'

%

")%%$ ")$!+

!

否(

'

$

*

%)

'&

$

+$)"

%

#&,

$

+$)%

%

/H/

分级
.

级(

'

$

*

%)

&#

$

&')(

%

#$

$

,)!

%

')'!( ")"##

!

abF

(

DN

"$

D;3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手术时间$

D;3

#

O_<

%

#,#)+!_%$)&(#%()'"_&,)%+ !)#$+ ")"&+

术中平均出血量$

DN

#

O_<

%

&+()''_#(#)&%&,$)'+_#(+)%!#)""' ")&+$

表
&

!!

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多因素
N1

A

;<8;@

回归分析

变量
E: ($*-, !

年龄
!)##' ")(#,

!

%),++ ")"+,

术前
HR=

水平
#)!&' #)"+"

!

#,)$(! ")"&&

糖尿病
!)!," #)"!#

!

()!%# ")"%'

/H/

分级
"),!" ")''+

!

#)#!" ")!#&

手术时间
#)'$" #)#"$

!

!)'(# ")"#+

/)/

!

多因素
N1

A

;<8;@

回归分析
!

根据表
!

的结果#将肺癌术

后
/SW

危险因素纳入多因素
N1

A

;<8;@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

尿病'术前
HR=

水平和平均手术时间是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

*

'

!

讨
!!

论

手术切除术是治疗肺癌的最有效方法#但患者易在术后继

发并发症#如
/SW

(

$

)

*

/SW

是手术治疗后的常见并发症#尤其

是老年患者在肺切除术'心脏手术'血管外科手术等治疗后易

继发
/SW

#不利于患者康复#严重时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安

全(

'.+

)

*本研究探讨了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危险因素#旨

在为术后
/SW

防治提供一定的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年龄'术前
HR=

水平'糖尿病'

/H/

分级和手术时间是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危险因素&多因

素
N1

A

;<8;@

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术前
HR=

水平和平均手术

时间是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较大的

患者机体各系统功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对于疾病的抵抗力较

低#因此患者年龄与多数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都有一定的相关

性*

S;D

等(

,

)的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是肺移植手术后继发

/SW

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本研究结果有一定的相似性*李瑾

娜(

(

)对不同年龄段
/SW

患者进行了分析#发现年龄超过
'"

岁

的老年人易罹患
/SW

#且病情较重#预后较差#认为年龄是

/SW

的重要危险因素*术前
HR=

水平是判断患者是否发生

/SW

或肾功能不全的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

/SW

患者
HR=

水平较健康者升高
#)$

倍#严重时可达到
!

!

&

倍*糖尿病也

是许多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指出!高血

糖可引发心脑血管病变'眼部病变'神经病变和肾脏病变#其中

与肾脏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

(

#"

)

*

Z79>7

等(

##

)研究

证实#糖尿病是肝移植术后继发
/SW

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手术时间较长的患者更易在术

后继发
/SW

#考虑可能是由于手术时间越长#对患者造成的创

伤越大#而且手术本身可导致炎性反应#激活炎性因子#增加了

术后继发并发症的发病风险*

/H/

分级是常用的患者体质分

类工具#在预测患者术后预后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H/

分级

为
.

级的患者#对麻醉和手术的承受力较低#手术风险较大#因

此术后继发各种并发症的风险也相对较大*

U;BB2=788;

等(

#!

)的

研究表明#

/H/

.

级心血管手术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风险高

于
'

'

-

级患者#与本研究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肺癌患者术后继发
/SW

的危险因素较多#其中

糖尿病'术前
HR=

水平和平均手术时间是独立危险因素*但

是#本研究存在研究病例数较少'指标不全面的缺陷#难免在研

究过程和结论上出现一定的片面性#所得结论需要扩大样本量

和丰富研究指标以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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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炎性反应及血管生成相关指标与子痫前期相关性研究

彭
!

静!杨
!

柳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产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Y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

F/aY

#&内皮祖细胞"

YUR

#&血管生成性
0

淋巴

细胞"

023

A

#与子痫前期的相关性$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子痫前期患者
$"

例!按病情程度分为轻

度子痫前期组"

'

组!

!,

例#和重度子痫前期组"

-

组!

!!

例#$以健康产妇
&"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产妇外周血及新生儿脐血

/aY

&

F/aY

&

YUR

&

023

A

水平$结果
!-

组产妇外周血
/aY

&

F/aY

水平高于
'

组和对照组!

'

组高于对照组"

!

$

")"$

#'

-

组

产妇外周血
023

A

&

YUR

水平低于
'

组和对照组!

'

组低于对照组"

!

$

")"$

#$

-

组脐血
/aY

&

F/aY

水平高于
'

组和对照组!

'

组高于对照组"

!

$

")"$

#'

-

组脐血
023

A

&

YUR

水平低于
'

组和对照组!

'

组低于对照组"

!

$

")"$

#$子痫前期患者外周血
/aY

与
F/aY

&

023

A

与
YUR

呈正相关!

/aY

与
023

A

&

YUR

呈负相关!

F/aY

与
023

A

&

YUR

呈负相关"

!

$

")"$

#'患者外周血与新生儿

脐血
/aY

&

F/aY

&

023

A

及
YUR

均呈正相关"

!

$

")"$

#$结论
!

/aY

&

F/aY

&

023

A

&

YUR

在子痫前期产妇外周血及新生儿脐血

中呈异常表达!

/aY

&

F/aY

&

023

A

&

YUR

水平与子痫前期发病密切相关$

关键词"子痫前期'

!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

!

内皮祖细胞'

!

血管生成性
0

淋巴细胞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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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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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是妊娠期常见并发症#不仅影响孕妇及胎儿健

康#也可导致围产期不良事件的发生(

#.&

)

*预防和早期诊治子

痫前期对改善孕妇妊娠状况'提高围生儿生命质量等有重要意

义*子痫前期发病与诸多因素有关#其中炎性反应'血管内皮

损伤均为子痫前期的重要危险因素(

%.'

)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

/aY

%是一种非酶糖基化产物#结构复杂&晚期糖基化终末产

物受体$

F/aY

%是一种多配体受体#体内分布广泛*

/aY

和

F/aY

的结合在炎症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内皮祖细胞

$

YUR

%'血管生成性
0

淋巴细胞$

023

A

%具有修复血管内皮损

伤及促进血管再生的作用(

+.,

)

*

/aY

'

F/aY

'

YUR

'

023

A

等指

标的异常表达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

)

*本研究

分析了子痫前期孕妇外周血及脐血
/aY

'

F/aY

'

YUR

'

023

A

等指标的水平#旨在探讨各指标与子痫前期的关系及临床

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子痫前

期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体质量指

数$

TOW

%

!#)+!_&)$!]

A

"

D

!

&根据病情程度分为轻度子痫前

期组$

'

组#

!,

例%和重度子痫前期$

-

组#

!!

例%*子痫前期患

者纳入标准!符合子痫前期的诊断标准(

%

)

&无全身系统疾病&排

除标准!合并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脑血管疾病'近期急性感

染'妊娠期糖尿病#有高血压病'精神病病史#有吸烟'饮酒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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