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郁利雅#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小儿神经内科护理方面研究'

!论
!!

著!

!"#

!

$%&'()(

"

*

&+,,-&$)./0(122&/%$3&$2&%$/

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对癫痫患儿生活质量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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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对癫痫患儿实施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对其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

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癫痫患儿
+1

例纳入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另选取该院
$&#"

年
2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癫痫患儿
+1

例纳入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对比
$

组患儿护

理前及护理
$

个月后负性情绪&生活质量评分!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

$

组患儿护理前焦虑自评量表

"

W,W

$&抑郁自评量表"

WJW

$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
$

个月后!观察组

W,W

&

WJW

评分!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癫痫患儿实施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可有效缓解患儿负性情

绪!减少不良事件发生概率!提高生活质量!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癫痫#

!

评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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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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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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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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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俗称/羊癫疯0或者/羊角风0#是因大脑神

经元突发异常放电而导致的短暂性大脑功能障碍(

#

)

'

研究显示#我国有近
1&&

万的癫痫患者#且每年新增

患者数量约为
2&

万#因此癫痫已成为仅次于头痛的

神经科第二大常见疾病(

$

)

'癫痫有明显的遗传倾向#

儿童发生癫痫的概率相比于其他年龄段人群更高(

*

)

'

小儿癫痫的临床表现为单纯+短暂的部分面部偏侧运

动发作#如口咽肌+单侧面肌+口唇等的短暂阵挛性或

强直性抽动(

2

)

'目前针对小儿癫痫的治疗手段有药

物治疗+免疫治疗+对症治疗及手术治疗等#但是治疗

后患儿产生的负性情绪会影响康复效果和护理质量#

所以需采取及时有效的护理措施(

.

)

'本研究中对本

院收治的癫痫患儿实施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并与常

规护理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本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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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治的癫痫患儿
+1

例纳入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

将本院于
$&#"

年
2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癫痫患儿

+1

例纳入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评判性思

维护理模式'所有患儿均经临床诊断确诊为癫痫'

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U#%1*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

$&%'#U

#%&+

&个月%全身性发作
2'

例#部分运动性发作
$"

例#失神性发作
#&

例#其他
"

例'观察组中男
21

例#

女
2&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U&%$$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

#+%1&U#%.$

&个月%全身性发作
.&

例#部分运动性发作
#1

例#失神性发作
#$

例#其他
+

例'

$

组患儿性别+年龄+病程+发病类型等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依照护理程

序解决并处理护理中遇到的问题#帮助患儿建立完善

的生命支持系统#通过交流和询问调节患儿情绪#强

化其战胜疾病的信心'营造舒适安静的治疗环境便

于倾听患儿心声#有利于患儿的身体恢复'

$%/%/

!

观察组
!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再实施评

判性思维护理模式#具体步骤如下!$

#

&培养医护人员

评判性思维#评判性思维是概念性的抽象思维模式#

在实际临床过程中#除安排医护人员学习其定义+特

征+构成+标准及层次等常规课堂教学方式以外#还让

他们参与临床实践#学习分析护理伦理决策及其与护

理管理决策间的关系#反复进行训练#使医护人员从

思想上充分了解并应用评判性思维'此外#所有医护

人员以讨论形式每周进行一次对于护理中难点及看

法的交流活动#建立完整评价体系以促进医护人员遵

循该模式为患儿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

$

&患儿病情

诊断及评估#医护人员应收集并详细了解患儿及其家

族病史+癫痫发作频率+发作持续时间+家属对癫痫了

解程度等基本资料#并评估患儿及其家属的心理#对

这些资料全面分析#用评判性思维判断资料真伪并分

类'鉴于癫痫发作于患儿的个体差异性#应依据患儿

年龄+病程+家属文化程度诊断'评估时应合理安排

床位#充分准备药物及抢救物品#通知轮班人员密切

检测患儿病情发展#做好预防措施'评价治疗过程中

的测量指标#分析存在的问题'$

*

&给药观察#医护人

员密切观察患儿用药后不良反应#经判断向患儿家属

及医师报告后#协助医师正确诊断并分析原因'如患

儿癫痫发作时#苯巴比妥钠和地西泮是首选药物%患

儿颅内压增高时#可用脱水剂使颅内压下降'以上
*

种药物的不良反应为血压下降#所以医护人员应依据

已掌握的知识监测患儿生命体征#遇到血压下降时不

至于过分紧张'$

2

&解决护理中实际问题#留意+分

析+评价并解决问题以推进更新问题并转换创造性解

决问题是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的要求'癫痫患儿发

作期病情缓解后需要进行辅助性的临床检查诊断'

外出检查时应重视护理安全问题'陪护人员不能单

纯由患儿家属或医护人员组成#因为他们不具备专业

知识#发作时不能给予合理处理'紧急情况发生时#

专业医护人员能使用提前备好的药物和抢救物品进

行及时治疗'$

.

&对治疗方案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价#

患儿发作时#在临床中首选静脉注射给药'但患儿自

身有个体差异#如肥胖导致静脉注射困难#此时医护

人员需采用评判性思维模式#由两名护士分别进行水

合氯醛灌肠治疗和建立静脉通道#在最短时间内控制

患儿抽搐状况#减短脑细胞缺氧时间'

$%'

!

观察指标

$%'%$

!

负性情绪
!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W,W

&

(

"

)测量

患儿焦虑情绪#包括
$&

个条目#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情

况越严重'无焦虑!

#

.&

分%轻度焦虑!

.&

!#

"&

分%

中度焦虑!

"&

!#

'&

分%重度焦虑!

&

'&

分'采用抑

郁自评量表$

WJW

&

(

'

)测量患儿抑郁情绪#得分越高表

明抑郁情况越严重'无抑郁!

#

.*

分%轻度抑郁!

.*

!#

"*

分%中度抑郁!

"*

!#

'*

分%重度抑郁!

&

'*

分'

$%'%/

!

不良事件发生
!

统计
$

组患儿坠床及跌倒

例数'

$%'%'

!

生活质量
!

采用癫痫儿童生活质量量表

$

k])KV

&

(

+

)分别于护理前和护理
$

个月后对
$

组患

儿生活质量进行评价#主要包含身体状况+认知能力+

情绪状况+行为问题和社会活动
.

个项目#

#"

个因子#

共
'"

个问题#每个问题
#

!

.

分#量表总分为各项目

得分均值#总分范围为
&

!

#&&

分#分数越高则生活质

量越好'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ZWW#+%&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GU

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儿护理前后负性情绪比较
!

$

组患儿护

理前
W,W

+

WJW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
$

个月后#观察组
W,W

+

WJW

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儿护理前后
W,W

(

WJW

评分对比#

GUA

'分$

组别
'

时间
W,W

评分
WJW

评分

对照组
+1

护理前
21%'.U&%$+ 2&%*'U&%#$

护理
$

个月后
2+%$"U*%&# *1%&"U$%#&

观察组
+1

护理前
21%2#U&%21 2&%*#U&%2"

护理
$

个月后
2$%&'U$%1" *$%+2U$%."

9

护理前
&%#+' &%$.#

!

护理前
&%.#" &%2+#

9

护理
$

个月后
'%.2* +%$'+

!

护理
$

个月后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

!

$

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

观察组不良

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

组患儿生活质量比较
!

$

组患儿护理前生活

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护理

$

个月后#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儿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

#

a

$&

组别
'

坠床 跌倒 合计
!

对照组
+1 1

$

#&%##

&

+

$

+%11

&

#'

$

#1%#&

&

观察组
+1 $

$

$%$.

&

#

$

#%#$

&

*

$

*%*'

&

!

$

#$%".# ##%'2& #.%#$2

!

! &%&&2 &%&&* &%&&#

!

表
*

!!

$

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对比#

GUA

'分$

组别
'

身体状况 认知能力 情绪状况 行为问题 社会活动 总分

对照组
+1 2*%#+U&%22 "*%&1U&%.' "$%''U&%'+ .&%.+U$%." "*%#+U&%22 .*%&1U&%.'

.$%++U&%2# "$%"1U&%*" "*%'*U#%.2 "*%.$U#%". "$%#+U&%$. .'%'.U#%'+

观察组
+1 2*%#"U&%2+ "*%#&U&%"# "$%'.U&%+# .&%.2U$%.# "*%#"U&%2+ .*%#&U&%"#

'*%$#U&%*# '*%&'U&%$$ +*%"1U#%$. '2%#"U#%*2 '*%.$U&%2# '&%*.U&%"#

9

护理前
&%$*& &%&1& &%#** &%&+* &%$*& &%&1&

!

护理前
&%+#1 &%1$1 &%+12 &%1*2 &%+#1 &%1$1

9

护理
$

个月后
2%*#* +%'*2 '%11 "%#* 2%$+. *%.$$

!

护理
$

个月后
&%&#$ &%&#. &%&#$ &%&#+ &%&#& &%&&2

'

!

讨
!!

论

!!

癫痫是儿童神经系统较为常见的一种慢性病变#

是由脑神经元兴奋异常而导致的痫性发作#具有反复

性#且随患儿年龄增大#其发病率会降低(

1!#&

)

'研究显

示#儿童发生癫痫的概率为
*%.'r

#分为原发性及继

发性(

##

)

'导致癫痫发作的原因很多#因传递方式及放

电异常起始部位具有差异性#患儿在临床中会表现为

自主神经异常+发作性运动障碍或者意识障碍等多种

症状(

#$

)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癫痫发作的

反复性会造成其脑部细胞严重受损#影响脑部功能的

发育'

目前#癫痫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但因治疗时间

长#导致患儿依从性降低#进而影响其治疗效果(

#*

)

'

运用评判性思维的个体处于复杂情景中时可以灵活

有效地运用已掌握的知识#识别+选择+假设问题和解

决方案#基于反思进行分析和推理#合理判断并正确

取舍'近年来#评判性思维在护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

多(

#2

)

'此思维模式可有效提高医护人员发现+分析并

解决问题的能力#给患者提供高效+安全+优质的护理

服务'针对儿童患者#医护人员须有长久的耐心和责

任心'

本研究中#采用不同护理方案护理
$

个月后#观

察组
W,W

+

WJW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说明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能缓解癫痫

患儿负性情绪#原因为医护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对患儿

实施全方位的观察#悉心照顾#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一

一排除#增加了患儿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并强化其

战胜疾病的信心#减轻了患儿的焦虑+紧张+抑郁等负

性情绪(

#.

)

'本研究中#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运用

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可降低患儿发生跌倒或坠床等

不良事件的概率#原因为医护人员对患儿情况密切观

察#对其行为进行指导#使其家属重视此类不良事件

的危害性#在日常护理中有充分的预防意识#有效避

免不良事件的发生'通过宣传预防癫痫相关知识及

护理指导#可以提高患儿治疗+护理的依从性#进而巩

固治疗效果#控制癫痫再发作概率'本研究中#观察

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能够明显提高癫痫

患儿生活质量#原因主要为该模式可以根据患儿的基

本资料对患儿采取全面护理#预防紧急情况的发生'

在护理过程中患儿对待护理的积极态度提升了其对

护理的配合度#最终有效促进疾病恢复#从而改善患

儿生活质量(

#"

)

'

综上所述#癫痫治疗是一个十分冗长而复杂的过

程#会对患儿及其家属造成极大的精神负担'对癫痫

患儿实施评判性思维护理模式可有效缓解患儿负性

情绪#减少不良事件发生概率#提高生活质量#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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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球蛋白
,

对腹膜透析患者心肾功能的影响

刘丽茹!何敏华!李
!

雯!杨正纯!奚梅芳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云南大理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胎球蛋白
,

对腹膜透析"

ZJ

$患者心肾功能的影响%方法
!

选取
$&#2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行初始
ZJ

的
+"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胎球蛋白
,

检测水平!将
&

$+&C

;

*

)

的患者纳入高胎

球蛋白
,

组!

#

$+&C

;

*

)

的患者纳入低胎球蛋白
,

组%检测
$

组患者入组前和研究结束时的生化指标&心功

能指标,左室射血分数"

)SVQ

$&左室舒张内径"

)SJE

$和舒张期室间隔厚度"

)SW3

$-和残存肾功能"

//Q

$%

结果
!

入组时!高胎球蛋白
,

组与低胎球蛋白
,

组患者
//Q

水平分别为"

##%$.U*%1.

$&"

+%*.U*%#.

$

C)

*

C56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d&%.*"

!

!

$

&%&.

$%研究结束时高胎球蛋白
,

组与低胎球蛋白
,

组患者
//Q

水平分别为"

##%&$U2%#*

$&"

.%"*U$%&#

$

C)

*

C56

!与入组时比较!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9d

$%$*"

&

$%$#+

!

!

#

&%&.

$!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d$%#.+

!

!

#

&%&.

$%入组时!高胎球蛋白
,

组与低

胎球蛋白
,

组患者
)SVQ

&

)SJE

和
)SW3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9d&%1".

&

#%*##

&

&%+.*

!

!

$

&%&.

$%研

究结束时!高胎球蛋白
,

组与低胎球蛋白
,

组患者
)SVQ

均明显降低"

9d$%*.&

&

$%*#.

!

!

#

&%&.

$!

)SJE

和

)SW3

明显上升"

9d$%#.1

&

$%$'"

&

$%#$.

&

$%$*1

!

!

#

&%&.

$!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d$%#..

&

$%*&#

&

$%$'#

!

!

#

&%&.

$%胎球蛋白
,

与
)SJE

和
)SW3

呈显著负相关"

8dX&%'#$

!

!

#

&%&.

#

8dX&%"*+

!

!

#

&%&.

$!与
)SVQ

呈显著正相关"

8d&%"1&

!

!

#

&%&.

$%结论
!

血清胎球蛋白
,

降低可能是导致
ZJ

患者心功能

下降和残肾功能丢失的原因%

关键词"胎球蛋白
,

#

!

腹膜透析#

!

心功能#

!

残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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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期肾脏衰竭是较为常见的临床疾病'腹膜

透析$

ZJ

&是终末期肾脏衰竭患者维持生命的主要血

液净化方式#可明显提高终末期肾脏衰竭患者的生存

率#是治疗终末期肾脏衰竭的重要方法(

#

)

'随着医疗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型材料的兴起#

ZJ

技术取得了

较大的发展#终末期肾脏衰竭患者的治疗得到很大改

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均明显提高(

$

)

'胎球蛋白
,

是

可溶性转化生长因子
#

$

3_Q!

#

&拮抗剂的一种#具有

调节抗纤维化形成#细胞因子依赖性骨发生和抑制细

胞增殖的作用#是自发钙化作用的抑制剂'研究表

明#胎球蛋白
,

可能参与
ZJ

患者冠状动脉钙化过

程(

*

)

'目前#尚不清楚胎球蛋白
,

对
ZJ

患者心肾功

能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
$&#2

年
$

月至
$&#"

年
$

月

于本院行初始
ZJ

的
+"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胎球

蛋白
,

对
ZJ

患者心肾功能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2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于本院行初始
ZJ

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

女
*2

例%年龄
$1

!

'$

岁#平均$

.*%1U#&%"

&岁%基础

疾病!慢性肾小球肾炎
2"

例#糖尿病
#+

例#肾病高血

压肾病
#$

例#其他类型的肾病
#&

例'纳入标准!均

为初始透析患者%透析时间
&

*

个月%对本研究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伴有其他严重感染#合并严重心+肝和

肺功能不全#先天性心脏病#慢性风湿性心脏病恶性

肿瘤者'本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根据胎球蛋白
,

检测水平#将
&

$+&C

;

"

)

的患者纳

入高胎球蛋白
,

组$

'd*"

&#

#

$+&C

;

"

)

的患者纳入

低胎球蛋白
,

组$

'd.&

&'

$%/

!

方法

$%/%$

!

透析方法
!

所有患者进行
ZJ

治疗#透析液为

美国
\<H:8A

公司提供的低钙
ZJ

液#每日更换透析液

2

次'所有患者均预防性口服左氧氟沙星$盐酸左氧

氟沙 星 片#北 京 京 丰 制 药 有 限 公 司#生 产 批 号

&+&#1""

&#

$&&C

;

"

E

#每天
#

次#连用
$

周'

$%/%/

!

生化指标检测
!

采集所有入组患者清晨空腹

静脉血#离心获得血清#检测血红蛋白$

MP

&+超敏
K

反应蛋白$

=9K/Z

&+全段甲状旁腺素$

5Z3M

&+清蛋白

$

,)\

&+钙$

K<

$0

&+磷$

Z

*0

&+总胆固醇$

3K

&+三酰甘

油$

3_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胎球蛋白
,

#试

剂盒由上海晶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

!

残存肾功能$

//Q

&检测
!

以门诊随访形式随

访
#$

个月#每
$

个月随访
#

次'临床观察日前
#E

留

取
$2=

尿液#并采集静脉血#检测肌酐$

W>A

&和尿素氮

$

\NT

&#按如下公式计算!

//Qd

$尿
\NT

"血
\NTc

$2=

尿量"
#22&0

尿
W>A

"血
W>Ac$2=

尿量&"

$

$%/%1

!

心功能检测
!

采用
Z=5?5

D

9(N!$$

多普勒超声

仪检测心功能#记录左室射血分数$

)SVQ

&+左室舒张

内径$

)SJE

&和舒张期室间隔厚度$

)SW3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ZWW#+%&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GU

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9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
9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Z8<A946

相关#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

$

组患者一般情况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

基础疾病$

'

&

慢性肾小球肾炎 糖尿病 高血压肾病 其他类型的肾病

K<

$0

$

GUA

#

CC4?

"

)

&

Z

*0

$

GUA

#

CC4?

"

)

&

高胎球蛋白
,

组
*" $& + 2 2 $%*2U&%*# #%+.U&%+#

低胎球蛋白
,

组
.& $" #& + " $%*"U&%$" #%1$U&%.$

9 &%11$ &%11$ &%$.1

! &%*.' &%&1+ &%$&#

组别
'

,)\

$

GUA

#

;

"

)

&

MP

$

GUA

#

;

"

)

&

=9K/Z

$

GUA

#

C

;

"

)

&

3K

$

GUA

#

CC4?

"

)

&

3_

$

GUA

#

CC4?

"

)

&

高胎球蛋白
,

组
*" *'%"$U2%#$ #*2%+$U$.%21 .%"'U#%"$ 2%#1U&%". #%+*U#%$"

低胎球蛋白
,

组
.& *"%1$U.%#+ #&.%'#U$$%1' "%&2U#%#+ *%1#U&%+# #%'*U$%2#

9 #%2"# #%'2" &%$.* #%2"* &%#&*

! &%#2. &%&+$ &%+&* &%#2. &%1#+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

!

$

组患者残存肾功能比较
!

入组时#高胎球蛋白

,

组与低胎球蛋白
,

组患者
//Q

水平分别为

$

##%$.U*%1.

&+$

+%*.U*%#.

&

C)

"

C56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9d&%.*"

#

!

$

&%&.

&'研究结束时高胎球蛋

白
,

组与低胎球蛋白
,

组患者
//Q

水平分别为

$

##%&$U2%#*

&+$

.%"*U$%&#

&

C)

"

C56

#与入组时比

较#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9d$%$*"

+

$%$#+

#

!

#

&%&.

&#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d

$%#.+

#

!

#

&%&.

&'

/%'

!

$

组患者心功能比较
!

入组时#高胎球蛋白
,

组与低胎球蛋白
,

组患者患者
)SVQ

+

)SJE

和

)SW3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9d&%1".

+

#%*##

+

&%+.*

#

!

$

&%&.

&'研究结束时#高胎球蛋白
,

组与

低胎球蛋白
,

组患者
)SVQ

均明显降低$

9d$%*.&

+

$%*#.

#

!

#

&%&.

&#

)SJE

和
)SW3

明显上升$

9d

$%#.1

+

$%$'"

+

$%#$.

+

$%$*1

#

!

#

&%&.

&#且组间比较上

述
*

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d$%#..

+

$%*&#

+

$%$'#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心功能比较#

GUA

$

组别
'

)SJE

$

CC

&

入组时 研究结束时

)SW3

$

CC

&

入组时 研究结束时

)SVQ

$

a

&

入组时 研究结束时

高胎球蛋白
,

组
*" 21%*.U$%1. .#%$+U*%$2

"(

#&%#*U#%.1 ##%#"U$%&*

"(

"'%*+U'%.$ ".%*#U"%#'

"(

低胎球蛋白
,

组
.& 21%#$U*%&# .2%$#U$%*#

"

#&%$$U#%'# #$%"+U$%##

"

"'%#.U'%*# .2%$'U.%11

"

!!

注!与本组入组时相比#

"

!

#

&%&.

%与研究结束时低胎球蛋白
,

组相比#

(

!

#

&%&.

/%1

!

相关分析
!

胎球蛋白
,

与
)SJE

+

)SW3

均呈

显著负相关$

8dX&%'#$

#

!

#

&%&.

%

8dX&%"*+

#

!

#

&%&.

&#与
)SVQ

呈显著正相关$

8d&%"1&

#

!

#

&%&.

&'

'

!

讨
!!

论

!!

ZJ

被认为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肾脏疾病最为有效

的方法之一#主要分为持续性非卧床
ZJ

+持续性循环

ZJ

+间隙性
ZJ

和自动
ZJ

(

2

)

'心血管疾病是透析终

末期肾脏疾病患者常见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是舒张

功能损伤和左心结构改变(

.

)

'血管内皮功能变化和

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都参与了透析患者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

)

'目前#

ZJ

患者发生心血管疾

病的确切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动脉钙化是持续性透析治疗患者常见的血管病

变#是患者死亡的强烈预测因子'钙磷代谢紊乱+炎

性因子的刺激和血脂调节功能受损等均是导致动脉

钙化发生的危险因素(

'!+

)

'近年来#研究发现作为一

种抑制异位钙化的糖蛋白#胎球蛋白
,

在
ZJ

患者瓣

膜钙化和动脉钙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

)

'实际上

血胎球蛋白
,

是一种多功能的蛋白#它与营养状态+

炎症+动脉粥样硬化均存在相关关系#研究已经证实

它的血液水平及在肝细胞内
C/T,

水平在急性炎症

期会下降
$&a

!

*&a

#炎症消除后其水平恢复正常'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
ZJ

患者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

心功能存在明显下降#且胎球蛋白
,

水平低的患者心

功能更差'王泽彬等(

.

)报道#

ZJ

患者胎球蛋白
,

水

平低于健康人群#且左心室舒张功能呈负相关#与颈

动脉钙化具有紧密联系'章斌等(

#$

)报道称#血清胎球

蛋白
,

水平下降是
ZJ

患者发生冠状动脉钙化的主

要原因#也是导致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由此

可见#血清胎球蛋白
,

水平与
ZJ

患者心功能损伤密

切相关'人胎球蛋白
,

广泛分布于细胞外液中#占据

K<

$0

+

Z

*0沉积抑制作用的
.&a

#其抑制异位钙化的

作用机制是通过形成高相对分子质量复合物从而抑

制血清过饱和的钙磷盐沉积#局部抑制骨形态发生蛋

白$

\-Z

&和转化生长因子$

3_Q

&的促钙化作用(

#*!#.

)

'

研究表明#

//Q

是
ZJ

患者营养状况+透析充分

性和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良好的
//Q

能改善

ZJ

患者生存率#而
//Q

较低的患者心脏功能也会逐

渐减退#发生钙磷代谢紊乱(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血

清胎球蛋白
,

水平较高的
ZJ

患者残存肾功能丢失

的速度慢'有研究显示
ZJ

患者合并左心功能不全可

导致肾脏供血不足#加快残存肾功能的丢失(

#1!$&

)

'因

此#持续
ZJ

患者引起胎球蛋白
,

水平降低#加快颈

动脉钙化进程#从而发生左心功能不全#可能是导致

残存肾功能丢失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血清胎球蛋白
,

降低可能是导致
ZJ

患者心功能下降和残肾功能丢失的原因'但由于本

研究样本数量有限#尚有待于大样本研究证实'

参考文献

(

#

) 梅俪凡#李碧霜#吴海珍
%

腹膜透析患者胎球蛋白
,

和
K

反应蛋白与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O

)

%

现代

医学#

$&#.

#

#"

$

#

&!

$$!$.%

(

$

) 詹俊琳#梁剑波#王泽彬
%

胎球蛋白
,

与慢性肾脏病患者

肾小球过滤及颈动脉钙化的关系(

O

)

%

南方医科大学学

报#

$&#*

#

#"

$

##

&!

#"+1!#"1#%

(

*

)

K,(- -

#

(̀__\

#

W-(3M V/

#

8:<?%/8?<:578<PB6!

E<6>84@@8:B56!,56

D

8A5:468<?E5<?

F

9598@@?B86:<6E5:9<9!

94>5<:546I5:=5695:B@4AC<:5464@><?>5

D

A4:856

D

<A:5>?89

!

<64P98A7<:546<?

D

5?4:9:BE

F

(

O

)

%T8

D

=A4?4

;F

#

$&#.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

2

) 王焕#崔凯#方晓霞#等
%

血清胎球蛋白
,

在腹膜透析相关

性腹膜炎中的应用(

O

)

%

中国现代医生#

$&#.

#

.*

$

*#

&!

.!'%

(

.

) 王泽彬#梁剑波#江丽屏#等
%

胎球蛋白
,

与腹膜透析患者

左心功能的关系及对残存肾功能的影响(

O

)

%

中华肾脏病

杂志#

$&#"

#

*$

$

"

&!

2$.!2$1%

(

"

) 徐庆东#郭焕开#陈小荷#等
%

生理钙透析液对腹膜透析患

者颈动脉粥样硬化影响的临床研究(

O

)

%

山西医药杂志#

$&#"

#

2.

$

$#

&!

$2"'!$2'&%

(

'

) 刘军
%

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患者血胎球蛋白
,

水平与血

管钙化的关系(

J

)

%

青岛!青岛大学#

$&&1%

(

+

) 郭皓#杨向东#鲜万华
%

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微炎症指标及
Q8:B56!,

的相关性研究(

O

)

%

医学

与哲学#

$&#2

#

*.

$

$&

&!

$1!*#%

(

1

)

Z,3V(T,[(WZ

#

Z,Z,_(,TT(,

#

J]N-,W

#

8:<?%

,994>5<:54694@@8:B56!,<6E49:84

D

A4:8

;

8A56I5:=<A:8A5<?

9:5@@6899<6E8<A?

F

<:=8A49>?8A495956>=A465>=8C4E5<?

F

959

D

<:586:9

(

O

)

%\-KT8

D

=A4?

#

$&#*

#

#2

$

#

&!

#$$!#$.%

(

#&

)陶静#贺倩#孙伟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的研究

进展(

O

)

%

中华肾脏病杂志#

$&#.

#

*#

$

'

&!

.2+!..$%

(

##

)

WM/]QQ/K

#

M(]/TW-

#

JV,TQ(V)JOV

#

8:<?%,>!

>8?8A<:8E

D

A4

;

A8995464@7<9>B?<A><?>5@5><:54656>=5?EA86

I5:=K[J59<994>5<:8EI5:=P<98?568@8:B56!,<6E78998?

>=<A<>:8A59:5>9

(

O

)

%Z8E5< T8

D

=A4?

#

$&#2

#

$1

$

1

&!

#"+.!

#"+"%

(

#$

)章斌#史伟#何朝生#等
%

初始血透患者血清胎球蛋白
,

与冠状动脉钙化的关系(

O

)

%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2%

(

#*

)黎伟#潘玲#王照#等
%

腹膜透析患者血清脑钠肽前体与容

量状态及心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O

)

%

中国全科医学#

$&#.

#

#+

$

$

&!

#""!#'#%

(

#2

)

-VN V̀WVK)

#

K,//V/]OO

#

K,\Ve,W!/]J/s_NVe

(

#

8:<?%T46:=

F

A45E<?5??6899

!

<A59G@<>:4A@4A>4A46<A

F

><?!

>5@5><:546<6E<A:8A5<?9:5@@689956

D

<:586:9B6E8A

;

456

;D

8A!

5:468<?E5<?

F

959

1 (

O

)

%O(6:8A6 -8E

#

$&#*

#

$'2

$

"

&!

.+2!

.1*%

(

#.

)尹飞挺#谌璐#孙洪芹#等
%

影响腹膜透析患者残余肾功能

下降速率的因素(

O

)

%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

#

$2

$

#

&!

$"!*#%

(

#"

)刘妍#成建钊#郭自炎
%

不同血液透析方式慢性肾功能衰

竭患者微炎性状态比较(

O

)

%

疑难病杂志#

$&#2

#

#*

$

#$

&!

#$.#!#$.*%

(

#'

)徐庆东#郭焕开#陈小荷#等
%

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患者心

脏瓣膜钙化高危因素及对临床预后的影响(

O

)

%

疑难病杂

志#

$&#"

#

#.

$

##

&!

##*1!##2$%

(

#+

)徐丽斌#王文灏
%

腹膜透析患者血浆
_=A8?56

水平与左心

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O

)

%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2

#

#"

$

.

&!

2#$!2#.%

(

#1

)钟莉华#张艾萍
%

肾功能衰竭血液透析患者血小板活化标

志物及凝血标志物检测临床价值分析(

O

)

%

检验医学与临

床#

$&#*

#

#&

$

##

&!

#*+#!#*+.%

(

$&

)于长青#林洪丽#王可平#等
%

尿毒症桡动脉血管钙化与胎

球蛋白
,

相关性研究(

O

)

%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

#

*$

$

*

&!

$#$!$#.%

$收稿日期!

$&#+!&#!#2

!!

修回日期!

$&#+!&*!$2

&

$上接第
$$*2

页&

(

.

) 周红#刘燕芬
%

信息知识信念行为模式护理干预对乳腺癌

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改善的影响

(

O

)

%

国际护理学杂志#

$&#'

#

*"

$

'

&!

+'"!++&%

(

"

) 陈亮#江琳
%

癫痫患者院前发作致意外伤及相关因素调查

(

O

)

%

护理学杂志#

$&#2

#

$1

$

'

&!

*+!*1%

(

'

) 刘玲
%

延续护理在出院后脑外伤性癫痫患者中的应用

(

O

)

%

现代临床护理#

$&#"

#

#.

$

#&

&!

"&!"*%

(

+

) 罗冬华#张晓梅#梁丽#等
%

难治性癫痫病人生酮饮食治疗

期间的观察及护理(

O

)

%

护理研究#

$&#'

#

*#

$

+

&!

1+2!1+"%

(

1

) 林吒吒#俞群
%

难治性癫痫患者行
<̀E<

试验及术外脑皮

层电刺激
#

例的护理(

O

)

%

护理与康复#

$&#'

#

#"

$

$

&!

#1#!

#1*%

(

#&

)马丽莉#刘俐惠#武海燕#等
%

乳腺癌患者诊断早期负性情

绪与创伤后成长的纵向研究(

O

)

%

护理学报#

$&#"

#

$*

$

#&

&!

.*!."%

(

##

)

K,-Q(V)JKW

#

\V/_,

#

W3VZM,T(N

#

8:<?%3A<695!

:546599B89 @4A P865

;

6 8

D

5?8

D

9

F

I5:= >86:A4:8C

D

4A<?

9

D

5G89

#

646?89546<?@4><?8

D

5?8

D

9

F

564:=8AI59864AC<?

>=5?EA86

#

>=5?E=44E<P986>88

D

5?8

D

9

F

#

<6E

g

B7865?8 C

F

!

4>?465>8

D

5?8

D

9

F

(

O

)

%V

D

5?8

D

95<

#

$&#2

#

..

$

WB

DD

?*

&!

#"!$&%

(

#$

)曾莉#罗顺清#程婷#等
%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对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家庭照料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O

)

%

护理

管理杂志#

$&#'

#

#'

$

#

&!

.$!.2%

(

#*

)崔璀#郑显兰#李双子
%

奥马哈系统在癫痫患儿护理中应

用的可行性研究(

O

)

%

中华护理杂志#

$&#"

#

.#

$

'

&!

+&2!

+&'%

(

#2

)崔虹#余红春#潘建伟#等
%

家长支持系统对白血病患儿家

长心理情绪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O

)

%

现代临床护理#

$&#"

#

#.

$

$

&!

$.!$1%

(

#.

)沈伶俐#刘晓鸣#孟娟#等
%

癫痫患儿照顾者照顾负担对生

活质量的影响(

O

)

%

护理学报#

$&#"

#

$*

$

#1

&!

*+!2$%

(

#"

)

T_N̂ VTJ[

#

/]N)V,N(

#

WoToKM,)_

#

8:<?%b!

?56G8E@4><?8

D

5?8

D

9

F

I5:=A8@?8HP<:=56

;

985RBA89

!

>=<A<>!

:8A5R<:5464@<E59:56>:8

D

5?8

D

:5>9

F

6EA4C8

(

O

)

%V

D

5?8

D

95<

#

$&#.

#

."

$

'

&!

#&1+!##&+%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2!##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