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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人免疫球蛋白对新生儿感染性肺炎免疫指标的影响及疗效

郑肖瑾!蔡江云!张
!

耀

"海南省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

LJ%!%'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人免疫球蛋白对新生儿感染性肺炎"

QD,

#患儿免疫球蛋白
R

"

D

O

R

#及
-I

细胞水平的影响及疗效$方法

!

选取该院
!%&K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L$

例
QD,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同期选择健康体检的
'%

例新生儿作为健康组$按

随机数据表法将患儿分为对照组"

S%

例#和观察组"

J$

例#$

!

组患儿均给予吸氧&化痰&纠正水及电解质平衡紊乱&维持体温等常

规对症治疗$对照组同时给予注射用乳糖酸红霉素!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联合人免疫球蛋白$统计并比较治疗
J8

后的

疗效及治疗前后
D

O

R

及亚型&

-I

细胞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
!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KPJKZ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J!PL%Z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JP&&'

!

=

#

%P%L

#$

!

组患儿各免疫球蛋白指标均较治疗前升高!而观察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P%L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
-I'

&

-IK

水平均低于健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
-IS

&

-IK

'

-IS

水平与健康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经过
J8

的治疗!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
-I'

&

-IK

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改

善!其中观察组
-I'

&

-IK

水平改善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结论
!

人免疫球蛋白治疗
QD,

能更好地

改善患儿免疫指标!提高药物疗效!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免疫球蛋白%

!

新生儿%

!

感染性肺炎%

!

抗菌药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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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J!+(KLL

"

!%&J

#

!!+'K%K+%'

!!

新生儿感染性肺炎$

QD,

%是新生儿最为常见的呼吸道疾

病#也是引起新生儿死亡的重要病因*据流行病学统计#围生

期感染性肺炎病死率约为
JPLZ

#

&SPLZ

(

&

)

*何江玲等(

&

)在

研究中指出#

QD,

中
K&P!Z

为细菌感染#所占比例远超过其他

病原体#在对症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应联合乳糖酸红霉素*由于

新生儿生理结构特殊#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形成#如果仅用抗菌

药物治疗#仍有相当比例患儿的效果并不理想(

!

)

*本研究通过

引入免疫球蛋白治疗
QD,

#达到了预期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本院
!%&K

年
$

月至
!%&$

年
$

月

间收治的
&L$

例
QD,

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儿均符合人

民卫生出版社第
J

版1儿科学2

QD,

诊断标准*排除标准(

'

)

!

$

&

%严重的先天性疾病&$

!

%伴有其他部位的感染&$

'

%对本研究

所使用的药物过敏*按随机数据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对照组
S%

例#其中男
K$

例#女
'K

例&日龄
S

#

!'8

#平均

$

&LP!'a$P&K

%

8

&体质量
'P'&

#

KPK!A

O

#平均$

'PJ%a%PK&

%

A

O

&分娩方式#早产
$

例#足月产
'K

例#阴道分娩
!K

例#剖宫产

&$

例*观察组
J$

例#其中男
K!

例#女
'K

例&日龄
(

#

!!8

#平

均$

&LP&&a$PL$

%

8

&体质量
'PKJ

#

KPS!A

O

#平均$

'PK(a%PKL

%

A

O

&分娩方式#早产
$

例#足月产
'!

例#阴道分娩
!!

例#剖宫产

&$

例*同期选择健康体检的
'%

例新生儿作为健康组*本研

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患儿家长均知晓并签署知情

+

K%K'

+

检验医学与临床
!%&J

年
&&

月第
&K

卷第
!!

期
!

CH3B.8-4;2

!

Q5<.N3.1!%&J

!

X54P&K

!

Q5P!!



同意书*

!

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具有可比性*

$P/

!

方法
!

!

组患儿均给予吸氧'化痰'纠正水及电解质平衡

紊乱'维持体温等常规对症治疗*对照组同时给予注射用乳糖

酸红霉素$大连美罗大药厂#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V!&%!&$JS

%#

每日按体质量
!LN

O

"

A

O

#分
!

#

'

次滴注*观察组在对照组用

药基础上联合人免疫球蛋白$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

%#每日按体质量
K%%

#

$%%

N

O

"

A

O

#

&

次"日#滴注#连续用
'8

*期间严密观察药物不良反

应#如有不适#及时对症处理甚至停药*

$P'

!

观察指标
!

统计并比较治疗
J8

后疗效#治疗前后免疫

球蛋白
R

$

D

O

R

%及亚型'

-I

细胞水平的变化情况*

$P1

!

疗效评定标准(

K

)

!

治愈!治疗
J8

后#患儿咳嗽'喘息'呼

吸困难等症状消失#听诊无肺部音#影像学检查未见胸部阴

影*好转!治疗
J8

后#患儿咳嗽'喘息'呼吸困难等症状较前

改善#听诊肺部音不明显#影像学检查提示胸部阴影基本消

失*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或加重*总有效率
]

$治愈例数
g

好转例数%"总患者例数
&̀%%Z

*

$P2

!

统计学处理
!

将原始数据输入
UM:.4

软件#后采用

",""&(P%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Aa>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

! 检验*以
=

#

%P%L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数据处理由

!

位研究者同时进行#以便核对校准*

/

!

结
!!

果

/P$

!

!

组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
!

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JP&&'

#

=

#

%P%L

%*见表
&

*

/P/

!

!

组患儿治疗前后的免疫球蛋白水平
!

!

组患儿各免疫

球蛋白指标均较治疗前升高#而观察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

组别
#

治愈$

#

% 好转$

#

% 无效$

#

% 有效率$

Z

%

对照组
S% K& &J !! J!PL%

观察组
J$ $& && K (KPJK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JP&&'

#

"

=

#

%P%L

表
!

!!

!

组患儿治疗前后的免疫球蛋白水平%

Aa>

'

指标
对照组$

#]S%

%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J$

%

治疗前 治疗后

D

O

R JP&Ja%P(% SP!'a%PJJ

"

JP!&a%PS& &%P$!a&P%K

")

D

O

R

&

KP$$a%PKS $P!!a%P'(

"

KP$'a%PL' JP$Ja%PK'

")

D

O

R

!

&PSSa%PK& !P%Ja%PK'

"

&P(!a%PK% !PL'a%P!!

")

D

O

R

'

%P'$a%P!' %P$!a%P!K

"

%P'(a%P!L %PS'a%P!'

")

D

O

R

K

%P!Ja%P&& %P!Sa%P%S

"

%P!Ka%P%J %PK'a%P&!

")

!!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

=

#

%P%L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

#

%P%L

/P'

!

!

组患儿治疗前后
*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

观察组和对照

组患儿
-I'

'

-IK

水平均低于健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
-IS

'

-IK

"

-IS

水平与健康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经过
J8

的治疗#观察组和对照

组患儿患儿
-I'

'

-IK

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其中观察组

-I'

'

-IK

水平改善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P%L

%*见表
'

*

表
'

!!

!

组患儿治疗前后
*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Aa>

'

指标 健康组$

#]'%

%

对照组$

#]S%

%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J$

%

治疗前 治疗后

-I'

$

Z

%

J'P$$a(P'& $(PK&a(P!!

*

J%PK&a(P$!

"

$SPKJa(PKK J'PK'a(P!S

")

-IK

$

Z

%

L%P$%aSP$J KJP!KaSP&&

*

KSP'!aSPJ&

"

K$PSSaSP!% L%PJKaSPKL

")

-IS

$

Z

%

!%P(&aKP$S !&P!$aKPLL !&P$KaKPLS !%P(%aKPJ( !!P'&aKP$J

-IK

"

-IS !PL$a&P'& !P''a%PJS !P'&a&P%& !P&Ja%PSS !P'Ka&PK!

!!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

=

#

%P%L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

#

%P%L

&与健康组比较#

*

=

#

%P%L

'

!

讨
!!

论

!!

QD,

的发生与患儿免疫系统功能不完善关系密切#增强患

儿机体免疫能力成为疾病治疗的关键手段(

L

)

*

D

O

R

是新生儿

体液免疫的重要成分#离开母体后新生儿体内的
D

O

R

逐渐分

解#而此阶段新生儿免疫系统尚无法合成
D

O

R

#导致新生儿血

液中
D

O

R

抗体水平偏低#对各类病原体的免疫力不足#感染性

疾病发病概率较高(

$

)

*肺部感染是新生儿阶段最常见的感染

性疾病之一#虽然对症治疗和抗菌药物能较好地控制病情#但

远期效果并不好#容易复发#严重影响新生儿的生长发育(

J

)

*

D

O

R

是唯一能通过胎盘的免疫球蛋白#对病毒'细菌等病原体

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S

)

*免疫球蛋白
9

$

D

O

9

%是机体中水平

仅次于
D

O

R

的免疫球蛋白#其在新生儿出生几周后后对肠道微

生物的抗原发生反应时才开始产生(

(

)

*

D

O

B

在出生后
!

#

L8

内迅速合成#是急性肺部感染的重要指标*人免疫球蛋白为健

康人体提取富含特异度抗体成分的血浆制品#其中
D

O

R

水平占

(%Z

以上#

D

O

9

'

D

O

B

水平较低#可有效增强补体活化及抗体依

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9I--

%#增强机体免疫力(

&%

)

*

!!

本研究通过引入人免疫球蛋白治疗
QD,

#观察组患儿症状

改善情况'病程'免疫功能指标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免疫

球蛋白水平方面#

!

组患儿各免疫球蛋白指标均较治疗前升

高#而观察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KPJKZ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J!PL%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JP&&'

#

=

#

%P%L

%#提示外源

性补充人免疫球蛋白符合患儿病情需要#可明显提高疗效#利

于疾病康复*

-I'

'

-IK

水平方面#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
-I'

'

-IK

水平均低于健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

组和对照组患儿
-IS

'

-IK

"

-IS

水平与健康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P%L

%#提示肺炎患儿受细菌感染时
-I'

'

-IK

受抑

制#且
-IK

g

*

细胞表型不成熟#辅助
6

细胞免疫球蛋白释放

功能低下*经过
J8

的治疗#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
-I'

'

-IK

+

L%K'

+

检验医学与临床
!%&J

年
&&

月第
&K

卷第
!!

期
!

CH3B.8-4;2

!

Q5<.N3.1!%&J

!

X54P&K

!

Q5P!!



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其中观察组
-I'

'

-IK

水平改善幅

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这与陈昌辉

等(

&&

)学者的报道结果一致*

!!

综上所述#人免疫球蛋白治疗
QD,

能较好地改善新生儿

的免疫指标#提高药物疗效#具有推广应用价值*随着精准'循

证医学序幕的拉开#此后还可从治疗剂量的优化'不同日龄新

生儿个性化的方案'序贯治疗与同步治疗的差异等方向进一步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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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苯酞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疗效及对血清
9

&

#

R"V+,M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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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刘雅林!李喜朋!赵
!

杨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

%LK%%%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丁苯酞对阿尔茨海默病"

9I

#患者的疗效及对血清
&

淀粉样蛋白"

9

&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R"V+,M

#

及超氧化物歧化酶"

"\I

#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收治的
9I

患者
(K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
KJ

例$

!

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采用石杉碱甲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丁苯酞治疗$观察
!

组临床疗效!血清
9

&

&

R"V+,M

&

"\I

水平!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结果
!

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PK(Z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J!P'K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治疗后
!

组
9

&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且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治疗后
!

组
R"V+,M

&

"\I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且试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治疗后
!

组简

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

BB"U

#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9IC

#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且试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P%L

#$结论
!

丁苯酞能够改善
9I

患者血清
9

&

&

R"V+,M

及
"\I

水平!提高患者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

关键词"丁苯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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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

9I

%属于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多发

生于老年人群#其临床特征为认知功能障碍'行为异常'记忆力

减退等#治疗不及时可加重大脑弥漫性萎缩*目前该病发病率

呈上升趋势#

SL

岁人群中
9I

发病率高达
'%Z

(

&

)

#严重影响患

者生命质量*临床多采用保守方法治疗该病#石杉碱甲'丁苯

酞均是常用药物#能够改善患者记忆力#延缓认知功能减退#但

关于两者疗效存在争议*本研究分别采用石杉碱甲'丁苯酞进

行对照试验#旨在为
9I

患者寻求适宜治疗方案*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选取
!%&L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9I

患者
(K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
KJ

例*采用痴呆评定量表$

-I)

%对痴呆程度进行分级(

!

)

*

试验组男
!L

例#女
!!

例&年龄
L$

#

S'

岁#平均$

J&P'Ka

&%P!L

%岁&病程
'

#

&&

年#平均$

JP!Ka!P&'

%年&轻度'中度'重

度分别为
&L

例'

!K

例'

S

例&体质量
L(

#

JSA

O

#平均$

$JP$Ka

LP!'

%

A

O

&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大学分别为
!K

例'

&S

例'

L

例*

对照组男
!S

例#女
&(

例&年龄
LK

#

S&

岁#平均$

J&PK(a

&%P'S

%岁&病程
K

#

&'

年#平均$

JPKLa!P!(

%年&轻度'中度'重

度分别为
&J

例'

!'

例'

J

例&体质量
LJ

#

J(A

O

#平均$

$JPJKa

LPK(

%

A

O

&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大学分别为
!!

例'

&J

例'

S

例*

!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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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

%*

$P/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符合1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2中关于
9I

的诊断标准&$

!

%年龄大于或等于

L%

岁&$

'

%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

除标准!$

&

%血管性或路易体痴呆&$

!

%脑损伤等其他因素所致

痴呆&$

'

%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

K

%既往有脑血管疾病

或行脑部手术者&$

L

%近
K

周内服用其他治疗
9I

的药物&$

$

%

严重药物过敏史或乙醇滥用史*

$P'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给予
!

周药物清洗期#并给予营养神

经'降脂等常规治疗*对照组采用石杉碱甲$规格为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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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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