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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白三烯在急性荨麻疹患儿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杨玲欢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陈星海医院检验科
!

1*-(&1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尿白三烯在急性荨麻疹"

$N

#患儿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以该院儿科住院的

&''

例
$N

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

例$孟鲁司特组接受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孟鲁司特治

疗)常规治疗组只接受常规的抗过敏药物治疗$另取
1'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对上述儿童尿白三烯
!(

"

.A!(

#进行检测!同时对
+

组研究对象进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
%

8

!

水平的测定$结果
!

$N

患儿的

尿
.A!(

及血嗜酸性粒细胞&

%

8

!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治疗后!常规治疗

组与孟鲁司特组患儿尿
.A!(

水平均有明显下降!且孟鲁司特组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4'1

#$结论
!

$N

患儿中尿
.A!(

及血嗜酸性粒细胞&

%

8

!

水平明显升高)通过对尿
.A!(

水平进行监测!

可以为临床对小儿
$N

的临床治疗与恢复提供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尿白三烯)

!

急性荨麻疹)

!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

嗜酸性粒细胞

中图法分类号"

C((,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1

"

*'&-

#

'1/',-,/'+

!!

小儿急性荨麻疹$

$N

%属于皮肤科中常见的疾

病*临床主要特征为骤然出现形状不一的风团以及

瘙痒等症状*该病的病因以及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医

学界尚无一致结论&

&

'

*小儿
$N

可在全年发病#其发

病原因与药物)蚊虫叮咬以及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

系#给患儿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尿白三烯

!(

$

.A!(

%是一种炎性因子#其水平与炎性细胞浸润密

切相关&

*

'

*近年来#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孟鲁司特%作

为一种新的非激素类抗炎药物能有效减少炎性介质

的释放#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研究通过检测
$N

患儿治疗前后尿
.A!(

的水平变化#为临床
$N

的治

疗提供指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儿科住院的
$N

患儿
&''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1

月至
&+

岁#平均$

1405&4*

%

岁*纳入标准!符合
$N

临床诊断标准(入选儿童年

龄
&

月龄至
&(

岁*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将
$N

患儿分

为两组!孟鲁司特组$

+61'

%和常规治疗组$

+61'

%*

另选取同期体检健康儿童
1'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

+

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1

%#具有可比性*

$4/

!

方法

$4/4$

!

两组患儿的治疗
!

常规治疗组
$N

患儿只接

受常规的抗过敏药物治疗*孟鲁司特组
$N

患儿接

受常规治疗及孟鲁司特治疗#服用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

%的

用法!小于
,

岁#

(9

8

#口服#每晚
&

次(

,

"

&+

岁#

1

9

8

#口服#每晚
&

次*患儿治疗前及治疗后分别留取

新鲜尿液标本#待测尿
.A!(

*

$4/4/

!

标本采集及测定
!

分别采集所选患儿治疗前

及治疗后的尿液标本
19.

#

*'''=

"

9?:

离心
&'9?:

#

取上清液
*9.

置
Y0'Z

低温冰箱保存并在
,

个月

内进行检测&

+

'

*健康对照组受试儿童只采集
&

次新

鲜尿液标本#保存同前*同时均抽取外周静脉血测定

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
%

8

!

水平*尿
.A!(

及血清

%

8

!

水平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检测#检

测过程严格按照试剂说明进行正规操作*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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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BF*'&-

!

V>G4&1

!

W>41



$4'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4'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I5?

表示#两样本均数的

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

$

'4'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N

患儿与对照组儿童尿
.A!(

及血嗜酸性粒

细胞)

%

8

!

水平的比较
!

$N

患儿的尿
.A!(

及血嗜酸

性粒细胞)

%

8

!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4'1

%*见表
&

*

表
&

!!

$N

患儿与对照组儿童
.A!(

)嗜酸性粒细胞和
%

8

!

!!!

水平的比较#

I5?

$

组别
+

尿
.A!(

$

:

8

"

.

%

嗜酸性粒细胞

计数$

i&'

)

"

.

%

%

8

!

$

%N

"

.

%

$N

患儿
&''+&(4+,5-+4,1 +*+4*-5-04&+ &0,4*+5,(4&*

对照组
1' )'4&,5+'4*& &&)4+,5-,4+0 0*4+-5*&4*)

! &-4(,( *-4+0- &'4,*&

"

$

'4'1

$

'4'1

$

'4'1

/4/

!

两组
$N

患儿治疗前后
.A!(

水平
!

治疗后#常

规治疗组与孟鲁司特组患儿尿
.A!(

水平均降低#且

孟鲁司特组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1

%*见表
*

*

表
*

!!

两组
$N

患儿治疗前后
.A!(

水平#

:

8

*

.

'

I5?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 "

孟鲁司特组
1' +&'4--50+4(* &+14,-5(*4&1 &14-*(

$

'4'1

常规治疗组
1' +'-4)&50(4*1 &-+4(15(+4++ &&40&(

$

'4'1

! '4&*) 14&1+

"

%

'4'1

$

'4'1

'

!

讨
!!

论

!!

荨麻疹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其在人群中的发病

率约为
*']

&

(

'

*荨麻疹包括急性和慢性#其中急性是

指风疹症状
,

周以下者#超过
,

周则被称为慢性荨麻

疹*该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多样#不同患者的治疗反应

性也存在差异*

$N

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以变态反应

为主的疾病#由于该病病因复杂#很难找到其确切病

因#且不同性质的荨麻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1

'

*变应

原的检测在其诊断和治疗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除已知

的组胺外#白三烯也是参与其病理生理过程的重要介

质之一*有关报道表明#

.A!(

参与了小儿
$N

的发

生)发展过程&

,

'

*

.A!(

是花生四烯酸的代谢产物#由肥大细胞脱

颗粒中分泌出来#并且介入过敏性炎症的迟发相反

应#促使腺体过度分泌*

.A!(

与其他花生四烯酸代

谢产物大量释放#成为重要的炎性递质*由于
.A!(

参与了多种炎症性疾病的过程#人们开始研究
.A!(

调节药物#其中半胱氨酰白三烯$

B

P

@.D@

%受体拮抗剂

已进入临床应用*孟鲁司特属于口服的白三烯受体

拮抗剂#能够较好地控制体内
B

P

@.D@

#并控制
.A!(

引起的生理效应#减少炎性因子的聚集和浸润#降低

了体内小血管的炎性反应#起到了阻断感染的效果#

进一步增加血管通透性#从而有效改善
$N

的临床症

状&

0

'

*

B

P

@.D@

作为一种强大的炎性因子#其在大部

分变态反应性疾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
.A!(

是躯

体内
B

P

@.D@

通过白细胞脂氧酶$

1/.2

%代谢产生的最

终产物#

.A!(

在
B

P

@.D@

中占据
(]

"

0]

#在比较稳

定的状态下从尿液中排出#故检测
.A!(

水平可综合

表达人体内
B

P

@.D@

水平&

-

'

*本文结果显示#

$N

患

儿的尿
.A!(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儿童*在小儿
$N

治

疗后#常规治疗组与孟鲁司特组
.A!(

水平有所下降#

与常规治疗组相比#孟鲁司特组
.A!(

水平降低更为

显著$

"

$

'4'1

%(根据
.A!(

检测结果#可以反映出患

儿普遍存在高敏状态#且提示
.A!(

参与了小儿
$N

发病机制*嗜酸性粒细胞一旦被激活后#可释放嗜酸

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进而引起肥大细胞释放介质#

介导嗜酸性粒细胞及角质形成细胞的破坏#被认为是

嗜酸性粒细胞活化的标志#反映了嗜酸性粒细胞活化

的程度&

)

'

*

%

8

!

与肥大细胞)嗜中性粒细胞有很强的

亲和力#能通过导致细胞脱颗粒)组胺释放等引起变

态反应*本研究结果也显示#

$N

患儿的尿
.A!(

及

血嗜酸性粒细胞)

%

8

!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儿童#提示

嗜酸性粒细胞)

%

8

!

可能参与
$N

的病理过程*

综上所述#

$N

患儿中尿
.A!(

及血嗜酸性粒细

胞)

%

8

!

水平明显升高#提示其参与了小儿
$N

的发病

过程(通过对尿
.A!(

水平进行监测#可以为临床对小

儿
$N

的临床治疗与恢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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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患者亚胺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情况和耐药基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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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烧伤患者亚胺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情况和耐药基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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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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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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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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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烧伤科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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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亚胺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聚合酶链

反应"

\UC

#检测铜绿假单胞菌亚胺培南耐药相关基因及外膜蛋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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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稀释法检测氰氯苯腙对亚

胺培南最小抑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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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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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胺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庆大霉素&头孢哌酮&头孢吡肟&氨

曲南耐药率较高!耐药率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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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菌株存在主动外排的耐药机制$结论
!

亚胺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大部分抗菌

药物耐药率较高!其耐药机制与细菌膜微孔蛋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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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及细胞主动外

排机制有关)临床上应加强细菌耐药的监测以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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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是一种常见的外科创伤#其能破坏皮肤的屏

障功能并导致患者体内水分)电解质)蛋白质的丢失#

且烧伤创面为开放创面#容易发生污染和细菌定植#

导致脓毒症的发生#甚至导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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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细

菌感染是烧伤患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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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各种耐药菌株也在不断增加#

尤其是亚胺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出现#给临床上

治疗带来了较大的难度#而研究探讨细菌耐药的机制

并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提高患者的预后具有重

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探讨分析烧伤患者亚胺培南

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情况和耐药基因#本研究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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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亚胺培南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进

行了药敏试验和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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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后的产物电泳后用凝胶

成像系统观察结果并照相#以双蒸水为阴性对照#出

现目的基因色带即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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