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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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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儿溶血性黄疸动态监测过程中!对比经皮胆红素"

:G3

$值和血液胆红素"

:J3

$值!为临床通过新生儿

:G3

值评估黄疸治疗效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选取
+/*0

年
*T*/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住院诊断为新生儿
'3̂

血型不合

性溶血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住院新生儿在入院时&光疗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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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及光疗
-5E

后分别进行
:G3

检测'在
:G3

检测的同

时抽取静脉血进行
:J3

检测'结果
!

入院时&光疗
5

!

*/E

后及光疗
-5E

后的
:G3

值与
:J3

值均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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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入院时和光疗
-5E

后的
:G3

值与
:J3

值相关性最好#对
:G3

值与
:J3

值进行
;

检验发现!入院时和

光疗
-5E

后的
:G3

值与
:J3

值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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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光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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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G3

值与
:J3

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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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光疗前与光疗
-5E

后的
:G3

值与
:J3

值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而光疗
5

!

*/E

后的
:G3

值与
:J3

值则存在较大差异!此时的
:G3

值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胆红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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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又称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期因体

内胆红素积聚导致巩膜(黏膜及皮肤黄染的临床现象'新生儿

血清总胆红素$

:J3

&水平超过
50,0

$

P@M

"

7

$

0P

Q

"

N7

&就出现

肉眼可见黄疸'大多数新生儿出生后均会出现新生儿黄疸#因

此黄疸是新生儿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可见于
5/6

以上足月

儿)

*

*

#也是导致新生儿住院的主要原因之一#约占住院新生儿

的
+/6

!

-/6

#而严重的黄疸可发生胆红素脑病而导致不同

程度的神经系统后遗症'目前国际上对高危新生儿黄疸以小

时为单位进行监测#我国
+/*-

年新生儿黄疸诊断和治疗专家

共识亦推荐采用美国学者所制作的新生儿小时胆红素列线

图)

+

*

'因此#及时(方便(准确地发现新生儿黄疸就显得尤其重

要'经皮黄疸仪是一种非创伤性的经皮检测胆红素技术#因其

操作简单(方便及结果较可靠#对于及早发现新生儿黄疸并进

行干预治疗有重要意义)

.

*

#在我国广大基层医院已经被普遍采

用'本研究旨在阐述在新生儿溶血性黄疸治疗的不同时期经

皮胆红素$

:G3

&值与
:J3

值的相关性#评价
:G3

检测方法在

新生儿黄疸中的治疗效果评估与其在黄疸监测中的临床应用

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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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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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0

年
*T*/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儿

科住院#明确诊断为新生儿
'3̂

血型不合性溶血病患儿
!+

例'其中男
.5

例#女
+-

例%符合以下条件!所有患儿存在母婴

'3̂

血型不合#溶血试验检查提示释放试验阳性'

$,/

!

检测方法
!

对所有住院新生儿在入院时(光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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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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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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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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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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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及光疗
-5E

后分别进行
:G3

检测'在
:G3

检测的同时抽

取静脉血进行
:J3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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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检测
!

经皮黄疸仪为南京理工大学科技咨询开发

公司研制的
c$+/?*3

经皮黄疸仪'所有新生儿分别检测前

额(面颊部(前胸
.

个部位#然后读取平均值'

$,/,/

!

:J3

检测
!

为了解在黄疸的不同治疗时期其
:G3

值

与
:J3

之间的关系#对所有
:G3

检测的住院新生儿同时进行

静脉穿刺抽血行
:J3

检测#所有血液标本均显示合格#无溶血

现象#所用仪器为强生
+0/

全自动生化仪'

$,/,'

!

对患儿住院期间胆红素水平变化情况利用
:G3

进行

动态监测'所有住院患儿均给予积极蓝光光疗(丙种球蛋白阻

断溶血(碱化血液(补充核黄素及适当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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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

)1))+/,/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GUB

表示#组

件比较采用
;

检验%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两者的回归方程%以

!

%

/,/0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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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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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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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G3

值与
:J3

值的关系
!

患儿入院时测得的

:G3

结果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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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平均值为

$

+..,"-.U#+,!0

&

$

P@M

"

7

'

+

组数据间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

根据单位之间的换算标准#将
:G3

值的单位换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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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数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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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

行分析#可以得到直线回归分析方程为
:J3Z*#,"->/,"+5[

:G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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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组数据进行
;

检验#提示
+

组数据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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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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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G3

值与
:J3

值的关系
!

患儿入院治

疗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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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得的
:G3

结果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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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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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分析#

可以得到直线回归分析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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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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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提示
+

组数据之间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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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5E

后
:G3

值与
:J3

值的关系
!

患儿入院治疗
-5

E

后测得的
:G3

结果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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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

%

:J3

结果

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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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数据间具有较好的正

相关性'根据单位之间的换算标准#将
:G3

数值的单位换算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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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数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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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直线回归分析方程为

:J3Z0,#"!>/,"+"[: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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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组数据进行
;

检

验#提示
+

组数据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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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检测在我国临床开展有
./

多年#大量研究表明
:G3

值与
:J3

值具有线性正相关性'本研究结果显示#

:G3

值与

:J3

值有较好的相关性#对新生儿黄疸的监测和预防具有较高

的临床应用价值)

-?0

*

'赵越等)

!

*研究表明#胸部的
:G3

值与

:J3

值相关系数最高#但刘文君等)

#

*研究则显示#经肩胛部

:G3

值更接近于
:J3

值#优于经胸及经额'本研究取额部(面

颊部及胸部
.

个不同部位的平均值#从而避免了单个部位导致

的偏差'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治疗前(治疗中还是治疗后#

:G3

值与
:J3

值均有较好的相关性#但
.

组之间有所差别'

治疗前与治疗后回归方程的
9

值较治疗中大#提示治疗前与治

疗后的
:G3

值与
:J3

值的相关性更强#而在治疗中#

:G3

值显

著低于
:J3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表明通过蓝光

光疗
5

!

*/E

后的较短时间内
:G3

值与
:J3

值存在一定差

别#此时的
:G3

值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的黄疸水平#这与国外研

究结果一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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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年新生儿黄疸诊断和治疗专家共

识对于重度以上的黄疸#尤其是达到考虑需要换血治疗的黄

疸#在经过蓝光光疗
!

!

5E

后需检测
:J3

值来评估光疗效果#

因为蓝光照射后主要降低了皮肤组织中的胆红素水平#而此时

血液中的胆红素水平
:J3

值下降可能并不显著#但也有研究

表明皮肤组织中的胆红素水平更能准确反映发生胆红素脑病

的风险#意味着蓝光光疗后
:G3

显著下降#相应降低了发生胆

红素脑病的可能性'

e;H9FBEFB;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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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虽然

光疗后
:G3

值低于
:J3

值#但只要在安全的黄疸值范围内#

:G3

值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
:J3

值#并可减少婴儿采血

次数'针对
:G3

值在黄疸治疗
5

!

*/E

后与
:J3

值之间存在

的差异#有研究表明#可以采用局部遮盖的方法使得蓝光治疗

后的局部
:G3

值与
:J3

值仍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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