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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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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组患者
OW.!$

(

RNW.!

(

T][E

水平结果比较$

DH:

'

@D

)

BQ

%

组别 患眼$

)

&

OW.!$

术前 术后
!)

术后
/

周

R]

组
%" !&*#%'H%"#%' "&*#"+H%%#*' %%(#&*H%&#++

非
R]

组
&' !*$#(&H%%#$" !*"#$"H%/#&* !*/#"+H%/#+"

组间
MX!$#$""

#

!X$#$$$ MX!!#"'%

#

!X$#$$$ MX!"#&*'

#

!X$#$$$

不同时间点
MX!+#$""

#

!X$#$$$ MX*#(&&

#

!X$#$$$ MX!$#$"%

#

!X$#$$$

组间"不同时间点
MX!+#%*'

#

!X$#$$$ MX!/#$""

#

!X$#$$$ MX(#"+'

#

!X$#$$$

患眼$

)

&

T][E

术前 术后
!)

术后
/

周

R]

组
%" /&+#%'H%"#'* '"%#%%H/"#&* &+'#%"H"+#%'

非
R]

组
&' /&*#%'H%%#/( /*!#$"H%/#$' /*"#%'H%+#/*

组间
MX!%#("+

#

!X$#$$$ MX!$#'*%

#

!X$#$$$ MX!/#$""

#

!X$#$$$

不同时间点
MX!!#+''

#

!X$#$$$ MX!"#$%'

#

!X$#$$$ MX!+#*&&

#

!X$#$$$

组间"不同时间点
MX&#!$"

#

!X$#$$$ MX*#+&*

#

!X$#$$$ MX!!#+""

#

!X$#$$$

表
/

!!

0"FR

患者术后
R]

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1

!

"

KL

$

*+,?#

&

!

年龄
$#+(& $#!+" $#!"+ !#$"+ !#+"'

$

$#*&'

!

+#"'*

&

$#!+&

EM[ $#'!" $#!!& $#!$+ $#&*' !#(&+

$

!#$"%

!

'#!""

&

$#!$"

VMW $#+&+ $#!"" $#!!+ $#(&* !#/"%

$

!#!+&

!

(#+*'

&

$#!""

FMW $#+!" $#!%" $#!%' $#&"+ !#%*'

$

!#$&*

!

'#!"%

&

$#!%*

0N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QFQ.N$#+"* $#!(& $#!/" !#"++ !#"'%

$

!#!!&

!

&#$""

&

$#!'%

JFQ.N$#+"& $#!'% $#!%' !#/+& !#*'%

$

!#/+&

!

(#'*%

&

$#!&&

JC-<9$#++' $#!/+ $#%'* +#//" !#&+'

$

!#%"'

!

+#!"'

&

$#$$$

OW.!$ $#+"% $#!%& $#%+& /#'%" !#(&+

$

!#"%'

!

'#%"+

&

$#$$+

RNW.!$#+!( $#!%% $#%/" /#%'* !#%'+

$

!#$&+

!

+#$"%

&

$#$$/

T][E$#/"+ $#!!" $#"!% %#("" !#!"+

$

!#$!!

!

/#*'%

&

$#$$"

'

!

讨
!!

论

0"FR

合并白内障患者术后由于其视网膜血管通透性改

变及视网膜微循环紊乱#加上手术外伤刺激#使患者术后较单

纯白内障患者更容易出现
R]

(

(

)

*沈胤忱等(

&

)发现#

0"FR

合

并白内障患者术后
R]

发生率为
"*#%!,

#本研究结果为

"+#$,

#可能与本研究纳入对象样本量较大#误差较小有关*

目前关于
0"FR

白内障患者术后
R]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

研究指出这可能与炎性因子所致的血
.

视网膜屏障及血
.

房水

屏障被破坏相关*闫媛媛等(

*

)研究指出#与非糖尿病患者比

较#糖尿病患者房水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升高#并进一步

破坏血
.

视网膜屏障#分析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对认识
0"FR

白

内障患者术后
R]

发病机制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OW.!$

是由
=

干扰素诱导产生的
NPN

类趋化因子#可趋化

06!

多种细胞并介导机体多种炎性反应#

OW.!$

可选择性激活

及趋化表达趋化因子受体
NPN̂ %0

淋巴细胞#并介导糖尿病

患者视网膜黄斑病变(

!$

)

*

RNW.!

是由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节'

巨噬细胞'单核细胞等产生的趋化因子#其可与受体
NN̂ "

结

合生成
[

蛋白并激活磷脂肌醇
.%

及磷脂酶
N

#促使细胞内钙

离子增加#并在机体信号转导中起重要作用(

!!

)

*相关研究认

为#

RNW.!

不仅参与机体炎性反应且还可促进病理性新生血

管增生及发育(

!"

)

*本研究
R]

组患者房水中
OW.!$

'

RNW.!

水

平显著高于非
R]

组#且
OW.!$

'

RNW.!

是
R]

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表明炎性在
0"FR

白内障患者超声乳化术后
R]

发

生及进展中起重要的作用*目前认为#

T][E

在新生血管生成

及视网膜缺血病变中起重要作用*另外#

T][E

可通过调节相

关受体影响血管内皮细胞结合蛋白功能而增加血管通透性#使

毛细血管渗漏#导致
R]

*相关研究指出#房水中
T][E

水平

在视网膜病变中起重要调控作用(

!%

)

*本研究也发现#

T][E

水平与白内障
R]

发生密切相关#是
0"FR

白内障患者术后

R]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经
Q1

D

A2A39

多因素分析显示#

JC-<9

也是
0"FR

白内障患者术后
R]

发生的另一独立危险

因素*可能原因!长期高血糖会损伤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而

内皮细胞对维持视网膜屏障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其损伤后会

增加血管通透性#导致细胞外液聚集在黄斑区*另外#高糖会

导致视网膜血管细胞缺氧凋亡#导致视网膜动脉扩张及血流动

力学紊乱#使得毛细血管内静脉水压增加#导致血液成分渗出#

形成
R]

*

综上所述#房水中
OW.!$

'

RNW.!

'

T][E

水平与
0"FR

患

者白内障术后
R]

发生密切相关#炎性因子相互影响共同构成

复杂的细胞因子调控网络#从而影响
0"FR

白内障患者术后

R]

发生及进展#分析细胞因子能有效预测
0"FR

白内障术后

R]

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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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老年胃癌患者手术治疗及疗效影响因素分析

韩文健!谭远光!肖龙敏

"湖北省恩施州民族医院外三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老年胃癌患者进行手术治疗的相关危险因素!进一步合理指导临床手术治疗!改善患者预后生活质量%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手术治疗的老年胃癌患者
&"

例!对照组
/$

例!观察组
/"

例!比较影响
"

组患者

手术风险的相关因素%结果
!

"

组术前合并症比较!观察组有较为复杂的术前合并症!以内科疾病为主!主要包括高血压&糖尿

病&冠心病&肺部疾病等!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脑部疾病&肝功能异常&电解质紊乱等合并症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术后合并症比较!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肺部感染&心律失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腹腔感染&吻合口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老年胃癌患者自身的临床表现对手术及预后效果有影响因素!

降低风险是提高老年胃癌患者手术后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老年患者#

!

胃癌#

!

手术治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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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病死率较高#老年人更是胃

癌的高发人群(

!.%

)

*目前手术治疗是治疗老年胃癌的主要方

式#临床大多表现自身免疫功能和代谢功能下降#各项生理功

能有所减退*由于老年患者术前有各种合并症#术后易出现各

种术后并发症#因此给手术带来很大风险#也给预后带来诸多

问题*现探讨老年胃癌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时存在的相关风险

因素#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接受手

术治疗的老年胃癌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

岁患者
/$

例#平均年龄$

+$#*H/#+

&岁#作为对

照组%

'$

!

&'

岁患者
/"

例#平均年龄$

'(#&H(#%

&岁#作为观

察组*全部患者通过电子胃镜及病理确诊为胃癌#病程
%

!

%$

个月#肿瘤位于胃上部
!%

例#胃中部
!&

例#胃下部
/&

例#此外

有
%

例病灶累计到全胃*

"

组患者的性别'病程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患者出院后

以门诊复查'信访'电话等随访形式#由医院随访组进行*每
"

个月随访
!

次#病死为随访终点#随访截至
"$!/

年
*

月#随访

最长时间
"!

个月#失访率
%#/,

*

$#/

!

手术方法
!

所有患者术前均进行全身麻醉#手术采用胃

癌根治术#采用
F!

'

F"

手术作为进行淋巴结清扫的方式*术

后密切观察和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特别注意维持患者体内的

水'电解质'酸碱代谢平衡%注意观察引流管引流液的性质和用

量#并保持通畅引流%采用抗菌药物预防术后感染*

$#'

!

手术风险评估
!

包括术前风险和术后风险*术前风险主

要为是否存在其他合并症#如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心脑血

管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等#针对合并症请相关科室进行会诊检

查及积极的治疗*术后风险主要为术后并发症#如肺'腹腔感

染'心律失常'肠梗阻'吻合口狭窄'消化道出血'淋巴瘘等并发

症*针对术后风险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治疗*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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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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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术前合并症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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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肺部疾病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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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内科疾病如脑部疾病'肝功能异常'电解质紊

乱及外科合并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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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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