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空肠输入肠内营养方式具有更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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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小儿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张小华!朱小晖

"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

*-(H++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小儿过敏性紫癜性肾炎"

A6.F

$的临床特征!并对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影响
A6.F

的危险因素!以

期为临床防治工作提供可靠依据%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过敏性紫癜"

A6.

$患儿
-(<

例!按照是否

发生肾炎将其分为
A6.F

组和
A6.

组!比较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对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进行单

因素分析!对于有意义的因素再进行多因素
?4

C

82&87

回归分析%结果
!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儿腹痛&皮疹反复&消化道出

血构成!以及
S

C

>

&清蛋白&血小板计数"

.?@

$&抗链球菌溶血素"

>6a

$&胆固醇&三酰甘油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多因

素
?4

C

82&87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皮疹反复&清蛋白&消化道出血&三酰甘油及腹痛为
A6.F

的影响因素"

E

%

+)+,

$%结论
!

皮疹反

复&清蛋白&消化道出血&三酰甘油及腹痛是
A6.F

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提示当患者出现以上表现时!应及早采取积极的治疗及

预防措施!防止肾损伤的出现及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过敏性紫癜性肾炎#

!

临床特征#

!

危险因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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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GH"!=*,,

"

"+(H

$

(G!"*H-!+-

!!

过敏性紫癜$

A6.

&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血管炎性综合征#其

主要以小血管炎性病变为主'据报道#

A6.

多发生于儿童及

青少年#且男性患者较女性患者多见+

(

,

'

A6.

性肾炎$

A6.F

&

指由于
A6.

引起的肾脏损害#它是
A6.

最为严重的一种并发

症#有文献报道
A6.F

一般发生于
(+

岁以下的儿童#在成年

人较为少见+

"!*

,

'本研究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

收治的
-(<

例
A6.

患儿#分析
A6.F

的临床特征#并对其危

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影响
A6.F

的危险因素#以期为临床防

治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

例
A6.

患儿#其中男
(<G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

&岁'发生
A6.F

患儿
(-H

例#将其作为
A6.F

组#其余
(<(

例患儿作为
A6.

组'

A6.

诊断标准按照
"++,

年

维也纳国际会议制定的关于
A6.

的诊断标准+

,

,

#其内容包括!

$

(

&出现皮肤紫癜%$

"

&出现弥漫性腹痛%$

-

&出现急性关节炎或

关节疼痛%$

*

&组织学检查显示主要以
S

C

>

为主的免疫复合物

沉积'在诊断时$

(

&为必要条件#同时再出现$

"

&

#

$

*

&中至少

一项则可诊断为
A6.

'

A6.F

诊断标准按照
"++=

年中华医

学会儿科学会肾脏病学组所拟定的诊断标准进行#其内容包

括!在
A6.

的病程半年之内出现蛋白尿或者血尿'排除标准!

$

(

&患有急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遗传性肾炎-

S

C

>

肾病-

肾脏外伤-肾脏肿瘤的患者%$

"

&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

$

-

&在发病前
-

个月内服用过对肾脏有损伤的药物'

$)/

!

方法
!

对患者的一般情况进行调查#包括患者的性别-年

龄-发病季节-发病原因%对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观察#包括皮

疹反复情况$皮疹
(

个月发作在
-

次以上为反复发作&-腹痛-

消化道出血$包括呕吐血丝或者咖啡样物质-大便隐血试验为

阳性-黑便&-关节症状$由于关节肿痛所引起的活动受限&-血

管神经性水肿$症状包括肩背部-四肢及头部肿胀剧痛&'实验

(

-H*"

(

检验医学与临床
"+(H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

?'#$%0QP89

!

>/

C

/2&"+(H

!

D4P)(*

!

F4)(G



室指标包括
S

C

>

-三酰甘油-胆固醇-纤维蛋白原$

YSB

&-血小板

计数$

.?@

&-红细胞沉降率$

16:

&-抗链球菌溶血素
a

$

>6a

&

及血浆清蛋白'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66(=)+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
L]: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

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A6.F

的影响因素采用

?4

C

82&87

回归分析'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儿相关临床资料-一般资料及临床症状比较
!

见

表
(

-

"

'两组患儿性别-年龄-发病季节-过敏诱因-关节症状-

血管神经性水肿-

16: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

腹痛-皮疹反复-消化道出血-

S

C

>

-清蛋白-

.?@

-

>6a

-胆固醇-

三酰甘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

表
(

!!

两组患儿相关临床资料比较$

L]:

'

因素
&

年龄

$岁&

S

C

>

$

C

"

?

&

清蛋白

$

9I4P

"

?

&

.?@

$

h(+

=

"

?

&

>6a

$

\

"

?

&

16:

$

II

"

L

&

胆固醇

$

II4P

"

?

&

三酰甘油

$

II4P

"

?

&

A6.F

组
(-H =)*-]()H* "),*]()(G -+)GH],)=" "*<)(H]("*)G*(+-)"G]((H)-, (*)+<]<)=" *)(-]()+- (),(]+)<*

A6.

组
(<( <)+,]")"< ")+G]()"- -G)+(]G)"< "H=)<-](+-)H((,()*H]"(+)<- (*)<+](()G- -)"=]+)HH ()+-]+)H"

6 ()*H" ,)<"- H)"<( *)-"" *)=-( +)<*H -)(=- G)"<(

E

$

+)+,

%

+)+,

%

+)+,

%

+)+,

%

+)+,

$

+)+,

%

+)+,

%

+)+,

表
"

!!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及临床症状比较$

&

'

组别
&

性别

男 女

发病季节

春 夏 秋 冬

过敏诱因

无诱因 药物 食物 感染

腹痛

无 有

A6.F

组
(-H <( ,G *( -" -- -( G+ " G G= ,( <G

A6.

组
(<( (+, HG ," *- *+ *G <* " < <H =H <*

!

"

+)+*+ +)*"< +)"<+ <)-=-

E

$

+)+,

$

+)+,

$

+)+,

%

+)+,

组别
&

皮疹反复

无 有

消化道出血

无 有

关节症状

无 有

血管神经性水肿

无 有

A6.F

组
(-H ,* <- H- G* <( ,G <= *<

A6.

组
(<( (+, HG (," "= ("+ G( ("* ,H

!

"

(+)H<, -,),+( ()H"G +)**-

E

%

+)+,

%

+)+,

$

+)+,

$

+)+,

/)/

!

多因素
?4

C

82&87

回归分析
!

见表
-

'对上述
<

项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4

C

82&87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皮

疹反复-清蛋白-消化道出血-三酰甘油及腹痛是影响
A6.F

的独立危险因素$

E

%

+)+,

&'

表
-

!!

A6.F

影响因素的
?4

C

82&87

回归分析

因素
#

RD !%,0 E

皮疹反复
()*-( *)-<" (<)**, +)++-

清蛋白
(),<- -)+HH <)-<* +)+("

消化道出血
()H=, ")=G* H)*," +)+-H

三酰甘油
()<*" "),+- G)-<( +)+*"

腹痛
()<GH ")"<- G)+-H +)+*G

'

!

讨
!!

论

!!

A6.

是临床儿科常见的以小血管炎为主要病变的一种系

统性血管炎#其常常累积到患儿的皮肤-关节-胃肠道-肾-肺及

脑等'据报道大约有
<,Z

的
A6.

患儿其皮疹出现
(

个月之

内出现尿液检测异常#而大约
=HZ

的患儿在
G

个月之内出现

尿液检测异常#

A6.

患儿其肾脏受累的发生率为
"+Z

#

<+Z

+

G!H

,

'肾脏的症状一般出现在皮肤紫癜发生后
H

#

"<0

#虽

然出现肾脏症状的患儿其预后良好#但是若症状反复发作#则

对肾脏损害会不断加重#造成病程延长#影响患儿远期预后#甚

至发展成为末期肾脏病#因此#对于危险因素的分析在
A6.F

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

,

'

A6.

是一种好发于春季的变态反应性疾病#且一般男性

多于女性#在本研究中#男女比例为
()*(s()++

#且发病在春季

最多#为
"=)",Z

$

=-

"

-(<

&#这与文献+

=

,报道结果相似'在一

般资料比较中#两组患者性别分布-年龄分布-发病季节及主要

诱因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在年龄上#

A6.F

组患儿年龄较
A6.

组大'有研究报道称
A6.F

多发于年龄

较大的儿童中#但本研究中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

$

+)+,

&#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样本量不足所造成#由此提示

在下一步研究中应增大样本量'

临床症状比较显示#两组患儿在腹痛-消化道出血及皮疹

反复构成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而在关节症状-

血管神经性水肿构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本研

究选取的
-(<

例患儿全部发生皮肤症状#主要发生于患儿的臀

部-四肢远端及下腹部#且多呈现对称性分布'

A6.F

组患儿

皮疹反复
<-

例 $

G+),<Z

&#

A6.

组患儿皮 疹 反 复
HG

例

$

*()==Z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且通过多

因素
?4

C

82&87

回归分析可知#皮疹反复是
A6.F

最危险的因

(

*H*"

(

检验医学与临床
"+(H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

?'#$%0QP89

!

>/

C

/2&"+(H

!

D4P)(*

!

F4)(G



素'本研究结果与文献+

(+

,报道结果相似#由此提示致病因素

的持续或反复出现更容易导致血管发生变态反应性炎性反应#

使肾小球及肾间质发生一系列炎性反应而最终导致肾脏损伤

发生'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儿消化道出血及腹痛症状构成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且多因素
?4

C

82&87

回归分析

显示#二者均为
A6.F

的独立危险因素'

在实验室检查结果中#两组患儿
S

C

>

-清蛋白-

.?@

-

>6a

-

胆固醇-三酰甘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在多因素
?4!

C

82&87

回归分析中#清蛋白和
S

C

>

进入回归模型#为
A6.F

的

独立危险因素'在机体肾脏发生损伤时#肾小球通透性有所增

加#导致出现蛋白尿#这与肾小球滤过膜的电荷屏障受损有

关+

((

,

'近年来#大量研究结果显示#

S

C

>

在
A6.

的发病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S

C

>

包括
S

C

>(

及
S

C

>"

#但是只有
S

C

>(

参

与了发病+

("!(*

,

'

综上所述#皮疹反复-清蛋白-消化道出血-三酰甘油及腹

痛是
A6.F

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当患儿出现以上表现时#应

及早采取积极的治疗及预防措施#防止肾损伤的出现及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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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开腹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卵巢癌临床效果对比研究

金
!

娜!于岩岩!山广慧#

"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重症医学科
!

"GG+H(

$

!!

摘
!

要"目的
!

对比开腹手术与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卵巢癌的临床效果%方法
!

以该院
"+((

年
G

月至
"+(*

年
G

月收治的

,+

例早期卵巢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行开腹手术"开腹组$和腹腔镜手术"腹腔镜组$患者各
",

例!比较两组术后胃肠功能恢

复&下地活动时间&术中出血量&并发症发生率和住院时间%结果
!

开腹组与腹腔镜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6[b+)<HH

!

E[+)-<,

$%开腹组与腹腔镜组术后胃肠功能恢复&下地活动时间&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6[bG)*<H

&

b*)+*"

&

b<)G+G

&

b")(G,

!

E

%

+)+,

$%开腹组与腹腔镜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E[+)-("

$%结论
!

腹腔镜手术在治疗早期卵巢癌中疗效显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一项安全的新技术!同时为腹腔镜治

疗卵巢癌的护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开腹#

!

腹腔镜#

!

卵巢癌#

!

临床效果

!"#

!

$%&'()(

"

*

&+,,-&$)./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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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一种常见的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

(

,

'在卵巢癌

的诊断和治疗中#是否采用腹腔镜手术一直是个具有争议性的

话题'既往早期的卵巢癌手术主要以开腹手术为主#这是因为

担心腹腔镜手术造成肿瘤穿刺口转移-肿瘤播散和破裂'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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