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

)]-V/ - K

#

_]N/_V̂ /

#

`MV),T [%KBAA86:

D

A<>:5>856A8?<:546:46B:A5:546<?<99899C86:<6EE58:<A

F

C<6<

;

8C86:4@86:8A<?6B:A5:54656<EB?:9I5:=KA4=6L9

E598<98

(

O

)

%OMBCTB:AJ58:

#

$&#2

#

$'

$

WB

DD

?$

&!

$+!*.%

(

#.

)吴晓清#康君芳#金龙学
%

两种肠内营养方案治疗急性脑

梗死致假性球麻痹患者疗效及药物经济学比较(

O

)

%

现代

实用医学#

$&#&

#

$$

$

##

&!

#$'*!#$'.%

$收稿日期!

$&#'!##!$1

!!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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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酸(维生素
\

#$

及血常规联合检测在精神分裂症患者

预防巨幼细胞性贫血中的作用

弓自玉!向
!

焰!张克波!李夏平!冯子明!赵
!

利!徐
!

恒!龙天蓉!王秀珍

"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检验科!四川广元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叶酸&维生素
\

#$

及血常规联合检测在预防精神分裂症患者并发巨幼细胞性贫血"

-,

$

中的作用%方法
!

比较
$&#"

年
'X#$

月该院未进行叶酸&维生素
\

#$

监测及相关干预前的
2+&

例精神分裂症患

者与
$&#'

年
#X"

月该院实施了上述指标监测及相关干预后的
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

发病率及血常规

水平%结果
!

观察组与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

个月内
-,

发病率分别为
2%11a

"

$2

例$&

#.%"*a

"

'.

例$!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

!d&%&$.

$%观察组中
-,

患者的红细胞计数水

平为"

*%*&U&%22

$

c#&

#$

*

)

!高于对照组
-,

患者,"

$%''U&%."

$

c#&

#$

*

)

-!

MP

,"

'.%"#U#$%"'

$

;

*

)

-&

-KS

,"

#&$%".U$%&#

$

@)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中
-,

患者,"

1"%#'U#*%+1

$

c#&

#$

*

)

!"

##&%+2U$%2"

$

;

*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中患有
-,

患者有
$2

例!其中
#*

例维生素
\

#$

缺乏!

'

例叶酸缺乏!

2

例维生素

\

#$

及叶酸均缺乏%观察组血清叶酸水平为"

&%''U&%#2

$

6

;

*

C)

!维生素
\

#$

水平为"

$&%2#U*%'2

$

D;

*

C)

%

结论
!

叶酸&维生素
\

#$

及血常规联合检验!有助于提早预防精神分裂症患者
-,

的发生%

关键词"叶酸#

!

维生素
\

#$

#

!

血常规#

!

精神分裂症#

!

巨幼细胞性贫血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2..

"

$&#+

$

#.!$*#.!&*

!!

巨幼细胞性贫血$

-,

&是由于骨髓造血细胞内脱

氧核糖核酸合成障碍或是复制速度减慢引起的一种

大细胞性常见贫血疾病#大约
1&a

的患者是因为机体

内缺乏维生素
\

#$

或$和&叶酸所导致(

#!$

)

'临床表现

一般有贫血+胃肠道及精神与神经系统症状等(

*

)

'其

中的神经与精神症状#包括外周神经系统病变+帕金

森综合征#甚至精神分裂样精神症状#出现的概率约

为
'.a

#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严重影响(

2

)

'而对于

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自身本来就存在认知+情感+意

志及行为等方面障碍#与
-,

的精神与神经系统症状

相似#一旦精神分裂症并发
-,

#容易出现漏诊#使患

者贫血情况加重#造成严重后果(

.

)

'因此#及时检测

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维生素
\

#$

+叶酸+血常规水平#

对
-,

早期患者进行早发现+早治疗极为重要'本研

究比较了
$&#"

年
'X#$

月本院未进行精神分裂症患

者叶酸+维生素
\

#$

监测及相关干预前的
2+&

例精神

分裂症患者与
$&#'

年
#X"

月本院实施了上述指标

监测及相关干预后的
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

发病率及血常规水平#旨在探讨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治疗过程中检测血常规+叶酸+维生素
\

#$

水平#以及

给予适当干预对预防精神分裂症患者并发
-,

的重

要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X#$

月本院未进行精神分

裂症患者叶酸+维生素
\

#$

监测及相关干预前收治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
2+&

例纳入对照组#对照组中男
$*#

例#女
$21

例#年龄
$'

!

".

岁#平均$

2'%*#U$%".

&

岁'选择
$&#'

年
#X"

月本院实施了上述指标监测

及相关干预后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2+#

例纳入观

察组#观察组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1

!

"'

岁#

平均$

2+%$.U$%**

&岁'

$

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

#

&具有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临床表现#符合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确诊无误'$

$

&既往无
-,

+缺

铁性贫血等血液病'$

*

&近
#

年内未进行输血'$

2

&

未使用会引发骨髓细胞巨幼样变的相关化疗药物与

其他药物'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研究#已获得医学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

$%/

!

方法

$%/%$

!

对照组
!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过程中

定期进行血常规监测$

#

个月"次&#每次比对上次结果

中红细胞计数$

/\K

&+血红蛋白水平$

MP

&+红细胞平

均体积$

-KS

&'

$%/%/

!

观察组
!

观察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过程中#

定期监测患者的血常规+叶酸+维生素
\

#$

水平$

#

个

月"次&#对初步判断有
-,

倾向的患者给予进一步检

查#明确贫血原因后进行对症治疗#并由院内专科医

师进行有针对性饮食+日常行为的干预'

-,

诊断标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准(

"

)

!$

#

&有叶酸或$和&维生素
\

#$

缺乏的相关病因及

临床表现'$

$

&外周血呈现大细胞性贫血现象

$

-KS

$

#&&@)

&#中性粒细胞细胞核分叶较多#五叶

者
$

2a

或是有六叶出现'$

*

&骨髓红细胞呈现典型

的巨幼型变化#卵圆形大红细胞数量增多#且形态多

为异形或大小不均匀'$

2

&血清叶酸水平降低
#

"%+&

6C4?

"

)

+维生素
\

#$

水平降低
#

'.6C4?

"

)

'

$%/%'

!

血液指标检验方法
!

血常规及血清学指标检

查前
#E

不进食油腻+高蛋白食物#不饮酒#以免影响

检验的结果'次日清晨空腹状态下#使用分别含有乙

二胺四乙酸二钠$

JV3,!T<

$

&抗凝剂及促凝剂的专用

真空采血管在肘前静脉各采集
$C)

静脉血#轻轻振

荡混合
"

!

+

次'然后使用西门子
,JS(,$#$&5

血细

胞分析仪进行血常规检查$在测定前#使用血常规校

准仪校准血细胞分析仪&'叶酸+维生素
\

#$

检测采用

西门子
,JS(,K86:<BAbZ

化学发光仪进行'所用

试剂均为厂家原装配套试剂#操作过程均严格按照产

品说明书相关操作规程执行'

$%'

!

观察指标
!

对
$

组患者进行为期
#$

个月的随

访跟踪调查#比较
$

组患者
#$

个月内
-,

的发病率'

并对
$

组患者中患
-,

患者确诊时的血常规相关指

标进行比较'

$

组随访率均为
#&&a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ZW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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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
#$

个月内
-,

发病率比较
!

观察组

与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

个月内
-,

发病率分

别为
2%11a

$

$2

例&+

#.%"*a

$

'.

例&#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d.%&$.

#

!d&%&$.

&'

/%/

!

$

组中的
-,

患者确诊时血常规水平比较
!

观

察组中
-,

患者
/\K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MP

+

-KS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

组中
-,

患者确诊时的血常规水平比较#

GUA

$

组别
-,

患者

例数$

'

&

/\K

$

c#&

#$

"

)

&

MP

$

;

"

)

&

-K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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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
$2 *%*&U&%22 '.%"#U#$%"' #&$%".U$%&#

9 #%11&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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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观察组患者血清叶酸+维生素
\

#$

水平
!

观察组

中患有
-,

患者
$2

例#其中
#*

例维生素
\

#$

缺乏#

'

例叶酸缺乏#

2

例维生素
\

#$

及叶酸均缺乏'初步判断

有
-,

倾向时#其血清叶酸水平为$

&%''U&%#2

&

6

;

"

C)

#维生素
\

#$

水平为$

$&%2#U*%'2

&

D;

"

C)

'

'

!

讨
!!

论

!!

-,

是一种常见的血液相关疾病#主要表现为患

者
/\K

明显低于正常参考范围#

-KS

高于正常参考

范围#骨髓中出现巨幼红细胞(

'

)

'除了出现一般贫血

症状外#神经精神系统症状往往大部分是
-,

的首发

临床表现'然而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表现特

殊#使早期
-,

常被漏诊#导致病情加速发展#严重影

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本研究旨在探

究叶酸+维生素
\

#$

及血常规联合检验在精神分裂症

患者预防
-,

中的作用#为预防
-,

提供有效方法'

在此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
#$

个月内患
-,

者有
$2

例#占总例数
2%11a

#发病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
#.%"*a

$

'.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这说明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叶酸+维生素
\

#$

及血

常规联合检验及适当干预能有效降低
-,

的发病率'

这是因为血常规检查是对血细胞的数量变化及形态

分布的检查#主要运用于辅助医师诊断相关血液病'

患者被检查出有血常规指标异常时#往往已患有早期

相关血液疾病#无法对疾病作出及时快速的预防工

作#且血常规检验无法对
-,

的发病机制作出判断#

无法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而叶酸+维生

素
\

#$

及血常规联合检验#则能有效改善这方面缺点'

叶酸+维生素
\

#$

是细胞复制
JT,

过程中一种重要的

辅酶#叶酸和维生素
\

#$

的缺乏#致使
JT,

复制速度

减缓#细胞核分裂时间加长#导致细胞核大于其他正

常细胞#核染色质变成疏松网状#不复浓集现象'但

是细胞质内
/T,

与蛋白质没有明显合成障碍#伴随

和分裂的延迟与细胞合成量的增长#出现了核浆大于

不同步+胞体较大+细胞核染色质结构疏松的巨幼红

细胞(

+!##

)

'此外#

JT,

的复制减慢引发细胞核分裂障

碍的同时能使粒系与巨核系细胞出现相似变化#导致

粒细胞及血小板生成降低(

#$!#*

)

'根据
-,

的发病机

制#对患者体内血清叶酸+维生素
\

#$

进行监控#及早

发现造血物质的缺乏#及时有针对性地对正在接受治

疗的精神疾病患者补充骨髓造血原料#通过营养支持

改善贫血#增强患者体质#预防并降低精神分裂症患

者
-,

发生率#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为治疗主要疾

病提供支撑'

另外#在本研究中#观察组中患有
-,

患者的

/\K

水平高于对照组
-,

患者#

MP

及
-KS

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叶酸+维生素
\

#$

及血常规联合检验#

有助于提早预防精神分裂症患者
-,

的发生#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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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复合舒芬太尼清醒镇静在斜视矫正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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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右美托咪定复合舒芬太尼清醒镇静在眼科斜视矫正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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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复合舒芬太尼清醒镇静是斜视矫正手术比较理想的麻醉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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