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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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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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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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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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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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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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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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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红花黄色素治疗糖尿病下肢血

管病变的疗效观察(

V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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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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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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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红花黄色素抗血栓和降血脂作用

的实验研究(

V

)

5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

!"2!5

(

!!

)宋靓#党毓起
5

匀气散加味合针刺治疗脾肾两虚夹瘀型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观察(

V

)

5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

#

2+

$

.

%!

!.,=!./5

(

!.

)邓向林#汪燕燕#党毓起#等
5

穴位贴敷联合针刺治疗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
!7"

例临床观察(

V

)

5

宁夏医学杂志#

."!#

#

2+

$

!.

%!

!..7=!..+5

(

!2

)陈琳#喻明#曹玉莉
5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联合甲钴胺治疗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观察(

V

)

5

中成药#

."!.

#

2#

$

$

%!

!#7!=

!#775

(

!#

)陈怡萌#王晶#党毓起#等
5

回药健脾益肾化瘀方对糖尿病

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V

)

5

国医论坛#

."!7

#

2"

$

.

%!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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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糖尿病患者血液流变学

检测指标分析(

V

)

5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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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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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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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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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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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免疫指标的变化观察"

黄汉文!薛燕芬!魏伟华!彭碧莲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7!$!!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免疫指标的变化状况%方法
!

将
."!7

年
+

月至
."!+

年
7

月

该院收治的
,7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作为观察组!同期
,7

例体检健康的同龄儿童作为对照组%比较
.

组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细胞免疫指标$红细胞免疫指标!并比较观察组不同
*g)[=+7

评分结果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细胞免疫指标$红细

胞免疫指标水平%结果
!

观察组患儿血清维生素
*

$

Z

$

Y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

$

"5"7

#!细胞免疫指标及红细胞免疫指标水平均

差于对照组"

$

$

"5"7

#&观察组不同
*g)[=+7

评分结果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细胞免疫指标$红细胞免疫指标水平也显著

不同"

$

$

"5"7

#%结论
!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免疫指标明显低于健康儿童!且各指标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

严重程度也有一定的鉴别价值!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社区获得性肺炎&

!

维生素
*

&

!

维生素
Z

&

!

维生素
Y

&

!

免疫指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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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7

"

."!,

#

!2=!/!#="2

!!

社区获得性肺炎可由多种微生物感染所致#患者中不乏儿

童患者#因此关于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的研究也十分常见#其

中较多研究为该病的发生*发展及变化过程中的血液指标#但

作为感染性疾病#对免疫方面的研究也十分必要(

!=.

)

'维生素

中的某些指标在该类患者中有变化#但研究却不足'现对社区

获得性肺炎患儿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免疫指标的变化状态进

行观察及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将
."!7

年
+

月至
."!+

年
7

月该院收治的
,7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作为观察组#同期
,7

例体检结果显示

健康的同龄儿童作为对照组'对照组男
#"

例#女
27

例#年龄

!57

#

!252

岁#平均年龄$

,5"8!5.

%岁'观察组男
#!

例#女
2#

例#年龄
!57

#

!25!

岁#平均年龄$

+5/8!5!

%岁#病程
25"

#

,5"K

#平均病程$

#5$8"5+

%

K

#

*g)[=+7

评分!

"

分
!.

例#

!

分

!7

例#

.

分
."

例#

2

分
!,

例#

#

或
7

分
!!

例'

.

组儿童的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具有可

比性'

$5/

!

方法
!

抽取
.

组儿童的空腹静脉血进行检测#检测指标

为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细胞免疫指标*红细胞免疫指标'血

清维生素
*

*

Z

*

Y

采用酶联免疫法试剂盒进行检测#细胞免疫

指标的
*Z2

4

*

*Z2

4

"

*Z#

4

*

*Z$

4

*

*Z#

4

"

*Z$

4 采用流式细

胞仪进行检测#红细胞免疫指标的
(YY)

*

(YO)

*

)[*=*2H)

*

)[*=O*)

采用郭峰法进行检测'比较
.

组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细胞免疫指标*红细胞免疫指标#同时比较观察组不

同
*g)[=+7

评分结果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细胞免疫

指标*红细胞免疫指标水平'

$5'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使用
E8"

表示#使用配对
:

检验#计数资料应用例数或

百分比#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5"7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5$

!

.

组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儿

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

$

"5"7

%#观察组

不同
*g)[=+7

评分结果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水平也显

著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

'

/5/

!

.

组儿童的细胞免疫指标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儿
*Z2

4

*

*Z2

4

"

*Z#

4

*

*Z#

4

"

*Z$

4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Z$

4 水平则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观察组不同

*g)[=+7

评 分 结 果 患 儿 的
*Z2

4

*

*Z2

4

"

*Z#

4

*

*Z$

4

*

*Z#

4

"

*Z$

4水平也显著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DH%>K*;EF

!

VL;

1

."!,

!

W:;5!#

!

X:5!2

"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立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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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见表
.

'

/5'

!

.

组儿童的红细胞免疫指标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儿

(YY)

及
)[*=*2H)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YO)

及
)[*=O*)

均

高于对照组$

$

$

"5"7

%&观察组不同
*g)[=+7

评分结果患儿

的
(YY)

*

(YO)

*

)[*=*2H)

*

)[*=O*)

水平也显著不同#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5"7

%'见表
2

'

表
!

!!

.

组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结果比较$

E8"

%

组别 评分$分% 例数$

0

% 维生素
*

$

!

M

"

K<

% 维生素
Z

$

F9:;

"

<

% 维生素
Y

$

!

M

"

K<

%

观察组
" !. /!!5.#8$.572 +$5."8+5., ,,"5#78+#5$#

! !7

$".5,$8+75!7

1

+"5!,875//

1

++,5.287#5/$

1

. ." ,"!5228+.5!,

0

7#5.,875.#

0

+"!52!87.5"$

0

2 !,

+!!52.87#5+$

&

#/5",8#5$7

&

7"#5.$8#$52$

&

#

或
7 !!

#$/5/$87"5.+

%

#25!!8#5+,

%

#225$,8#.572

%

合计
,7 ,+"5!28+#5."

$

7#5$#87527

$

7."5$"87!5#7

$

对照组
,7 /2.5!78$#5++ +/5$/8+5#! ,$25728+$5#!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

.

*

2

分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

.

分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分比较#

0

$

$

"5"7

&与
*g)[=+7

评分
"

分比较#

1

$

$

"5"7

表
.

!!

.

组儿童的细胞免疫指标结果比较$

E8"

%

组别 评分$分%例数$

0

%

*Z2

4

$

6

%

*Z2

4

"

*Z#

4

$

6

%

*Z$

4

$

6

%

*Z#

4

"

*Z$

4

$

6

%

观察组
" !. #"5"!8#5#. 2,5,+825.# .!5!78.52" !5,"8"5!,

! !7

2+52$825$.

1

225+#8.5/7

1

.#5,78.57.

1

!57!8"5!7

1

. ." 225."82572

0

2"5!78.5,.

0

.$5"!8.5,"

0

!52.8"5!!

0

2 !,

2!5"2825#7

&

.+5"78.572

&

2"5#$8.5/2

&

!5."8"5"/

&

#

或
7 !!

.$5"!8.5/,

%

.!5,$8.5.#

%

225,7825!2

%

!5".8"5",

%

合计
,7 275$#825,7

$

2"5.#8.5$"

$

.,5$.8.5+$

$

!5."8"5!"

$

对照组
,7 #!52!8#57" 2$5#78252/ ."5.!8.5.7 !5,.8"5!$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

.

*

2

分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

.

分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分比较#

0

$

$

"5"7

&与
*g)[=+7

评分
"

分比较#

1

$

$

"5"7

表
2

!!

.

组儿童的红细胞免疫指标结果比较$

E8"

'

6

%

组别 评分$分% 例数$

0

%

(YY) (YO) )[*=*2H) )[*=O*)

观察组
" !. 7/57.875+" .!5.78.5+" .!5,/8.5#7 ,5!78"5$!

! !7

725,.8#5+$

1

.#5$.825"#

1

!,5#78!5//

1

/5#"8!5"7

1

. ." #$5."8#5!,

0

.,5/7825.#

0

!#5+"8!5,7

0

!!52$8!5.#

0

2 !, #.5.!8#5"!

&

2!5.$825#!

&

!.5.28!57!

&

!#5,$8!5#7

&

#

或
7 !!

2,5."8257+

%

275+/825+2

%

!"5"$8!5..

%

!/5,28!5,$

%

合计
,7 #$57#8#5.2

$

.+52#825!!

$

!75278!5$#

$

!"52$8!5."

$

对照组
,7 +"5+.875,$ ."5.,8.57! ..57.8.5+2 +5$$8"5,7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

.

*

2

分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

.

分比较#

&

$

$

"5"7

&与
*g)[=+7

评分

"

*

!

分比较#

0

$

$

"5"7

&与
*g)[=+7

评分
"

分比较#

1

$

$

"5"7

'

!

讨
!!

论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中儿童所占比例较高'相关研究报

道#与儿童免疫状态的平衡性相对较晚等因素相关#且该类肺

炎的发生极大地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其危害十分突出(

2=#

)

'

因此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受临床重视的程度较高#相关研究也

多(

7

)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的相关研究以免疫调节方面的研

究较多#而与免疫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十分不足#尤其是免疫因

素与该病关系的探究十分匮乏'维生素
*

作为机体的必需氨

基酸#仅对于蛋白合成等机体代谢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且对维

持免疫功能也有较强的临床作用#因此在肺炎患者免疫调节过

程中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

)

'以往研究显示#呼吸道感染患者

普遍存在维生素
Z

血清表达水平降低#主要为通过影响患者

的机体免疫功能达到影响疾病的目的'维生素
Y

对机体的氧

化应激状态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同时对机体的抗感染能力及炎

性应激反应均有积极的检测意义(

$=/

)

'社区获得性肺炎作为肺

部炎性反应疾病#对上述指标的检测较为少见#但检测意义却

较高'另外#机体的细胞免疫与红细胞免疫的全面研究对机体

的综合免疫状态有较高的探究空间#因此对此方面的进一步研

究也十分必要(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水平均低于健康儿童$

$

$

"5"7

%#细胞免疫指标及红细胞

免疫指标水平均差于健康儿童$

$

$

"5"7

%#同时不同
*g)[=+7

评分结果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

*

Z

*

Y

及细胞免疫指标*红细胞

免疫指标水平也显著不同$

$

$

"5"7

%#评分越高的患儿其检测

结果相对越差#说明各血液指标的检测不仅对疾病的诊断具有

一定的临床价值#而且对疾病的严重程度的评估价值也较高'

原因分析显示#主要与该类患儿的机体炎性反应状态过程中的

免疫异常有关#而免疫异常进一步引起该类患儿的易感性#所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DH%>K*;EF

!

VL;

1

."!,

!

W:;5!#

!

X:5!2



以肺炎越严重的患儿其免疫异常情况越突出#与之相关的指标

表达也越异常(

!.=!2

)

'因此与之相关的指标#如多类维生素指

标及免疫指标本身的表达水平也随之出现波动状态#提示上述

各指标 的 价 值 较 高#可 为 疾 病 的 诊 断 和 治 疗 提 供 参 考

依据(

!#=!7

)

'

综上所述#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血清维生素
*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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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湿润烧伤膏在临床护理换药的疗效研究"

江
!

霞!郎拥军!张宝华#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科教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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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临床护理采用湿润烧伤膏对创面进行换药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7

年
!.

月收

治的
.""

例各种不同原因导致的创面换药治疗的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使用传统换药方法

和常规护理措施!试验组应用湿润烧伤膏换药!并配合严密的换药操作流程和全程临床护理措施%比较
.

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

果!换药时导致的创面疼痛$出血$创面及肉芽组织损伤$再次感染$瘢痕形成等并发症%结果
!

.

组患者接受不同的换药治疗和

护理后!试验组患者的好转$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5"7

#!换药时创面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

$

$

"5"7

#!创面疼痛感明显

减轻!疼痛发生率比对照组明显减少"

$

$

"5"7

#!创面及肉芽组织损伤也比对照组明显减少"

$

$

"5"7

#!瘢痕形成明显少于对照组

"

$

$

"5"7

#%结论
!

采用湿润烧伤膏进行各种创面换药!并配合全程临床护理措施及正规创面换药操作流程!能显著提高创面治

愈率!降低并发症!较传统换药更具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湿润烧伤膏&

!

临床应用&

!

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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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轻在换药过程中给患者带来的疼痛*出血*创面及

肉芽组织损伤*再次感染*瘢痕形成等并发症#一直是临床外科

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因此需寻求一种安全*可靠*无痛苦的换

药方法'随着湿性愈合理论的提出#证明湿润环境可加快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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