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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的临床研究

陈东亮!林玉芳!郑少梅!李春芳!钟
!

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儿科!福建福安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的相关因素&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儿

科住院的
+0

例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病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同期在该院儿科住院的
*%

例肝功能正常的婴

儿肺炎病例作为对照组!进行临床对照研究&结果
!

研究显示低氧血症'肺炎支原体感染'严重细菌感染'巨细

胞病毒感染'合胞病毒感染'中草药治疗是婴儿肺炎发生肝损害的危险因素"

!

$

%)%.

%!而
P@

病毒'腺病毒'乙

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肺炎衣原体则与婴儿肺炎肝损害的发生无关"

!

%

%)%.

%&结论
!

中草药治疗'低氧血

症'肺炎支原体'合胞病毒'巨细胞病毒'严重的细菌感染是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的危险因险!在临床工作中遇

到上述情况应动态监测肝功能变化&

关键词"肺炎$

!

肝损害$

!

病因$

!

婴儿

中图法分类号"

,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

婴儿肺炎是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在临床常

规进行肝功能检测中"经常会发现并发有肝功能损

害"其病因复杂"仍不甚明确"有可能与原发病相关"

也有可能为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但亦有可能为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对
+0

例婴儿肺炎并发

肝损害的病例进行临床分析研究"以期对明确其病因

的研究有所帮助"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儿科住院的
+0

例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病例作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245)&.

!

J4)$$



为观察组#纳入标准!住院时年龄为
$1B

至
&

周岁"

均符合肺炎的诊断标准#观察组!

+0

例"平均年龄

)

*)$$b&)$&

*个月"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体质

量)

0)&.b$)+'

*

R

F

+肝损害程度!轻度
0$

例"占

+$)0*T

"中度
&.

例"占
&0)$(T

"未发现重度肝损害

病例#对照组!选取同期在本院儿科住院的
*%

例肝

功能正常的婴儿肺炎病例"平均年龄)

.)0$b&)'*

*个

月"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体质量)

*)'$b&)*'

*

R

F

#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体质量等方面对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排除标准!)

&

*并发有严

重的心血管畸形+)

$

*肿瘤和血液病+)

'

*甲$乙$戊型

肝炎+)

(

*并发有遗传代谢性疾病+)

.

*婴儿肝炎综合

征+)

*

*临床资料不全的#婴儿肺炎的诊断标准"参考

第
+

版,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的支气管肺炎的诊断标

准'

&

(

#肝损害判断标准!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H?

*大

于正常上限)

WHJ

*"

/H?

正常值为
0$W

%

H

"同时肌

酸激酶正常)以确定
/H?

来源于肝细胞'

$

(

*#肝损害

的程度划分标准"轻度升高!

$

.jWHJ

+中度升高!

&

&.jWHJ

+重度升高!

%

&.jWHJ

'

'

(

#

$)/

!

方法
!

两组病例均在入院后立即抽取静脉血送

检"常规检测血液常规$

"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血生

化)包括肝功能$心肌酶学*$肺炎支原体总抗体$

1

项

呼吸道病原体
#

F

G

抗体检测$巨细胞病毒荧光
K",

检测$

P@

病毒
VJ/

$血培养#抽取动脉血查血气分

析#尿液检查巨细胞病毒采用荧光
K",

检测#其中

肝功能检测方法采用干化学分析法"应用强生
2#?,

(*%%

干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结果参考值!

/H?

$

0$W

%

H

#观察组另行肝炎病毒全套$铜蓝蛋

白$血氨$肝胆
@

超检查#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0)%

统计软件"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分别对两组病例研究分析"对可能引起肝功能损

害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低氧血症$

肺炎支原体感染$严重细菌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合

胞病毒感染$中草药治疗是婴儿肺炎发生肝损害的危

险因素)

!

$

%)%.

*"而
P@

病毒$腺病毒$乙型流感病

毒$副流感病毒$肺炎衣原体则与婴儿肺炎肝损害的

发生无关)

!

%

%)%.

*#见表
&

#

表
&

!!

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T

$(

因素
观察组

)

*e+0

*

对照组

)

*e*%

*

!

$

!

低氧血症
&+

)

$%)*1

*

.

)

+)''

*

()&&

$

%)%.

肺炎支原体感染
&$

)

&')01

*

$

)

')''

*

().&

$

%)%.

巨细胞病毒感染
&(

)

&*)%1

*

$

)

')''

*

.)1*

$

%)%.

合胞病毒感染
&.

)

&0)$(

*

'

)

.)%%

*

()1.

$

%)%.

肺炎衣原体感染
(

)

()*%

*

'

)

.)%%

*

%)%&

%

%)%.

腺病毒感染
0

)

+)%.

*

*

)

&%)%%

*

%)&0

%

%)%.

续表
&

!!

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相关因素的

!!!

单因素分析'

*

#

T

$(

因素
观察组

)

*e+0

*

对照组

)

*e*%

*

!

$

!

乙型流感病毒感染
1

)

&%)'(

*

*

)

&%)%%

*

%)%&

%

%)%.

P@

病毒感染
+

)

1)$%

*

0

)

&&)*0

*

%)$(

%

%)%.

副流感染病毒感染
&&

)

&$)*(

*

1

)

&.)%%

*

%)&0

%

%)%.

严重细菌感染
&1

)

$&)+(

*

.

)

+)''

*

()0(

$

%)%.

中草药治疗
$*

)

$1)++

*

+

)

&')''

*

.)(0

$

%)%.

'

!

讨
!!

论

!!

由于婴儿呼吸系统的生理解剖发育不完善及自

身免疫功能低下等特点"婴儿易患呼吸系统感染性疾

病"尤其是肺炎"且其是儿科常见的住院病例"又因婴

儿的肝脏发育不成熟"肝细胞分化不全"结缔组织发

育差"含血量较多"体积相对较大"对氧的需求量多"

在多种病理情况下容易发生损害#当肺炎并发低氧

血症时"会引起全身多脏器的供氧"其中包括肝脏"缺

氧可直接引起肝细胞受损"本组研究中观察组有
&+

例)

$%)*1T

*并发有低氧血症"高于对照组的
.

例

)

+)''T

*"两者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

示低氧血症可导致婴儿肝损害"尤其是长时间严重的

缺氧对肝功能的影响更大#本研究通过对血常规白

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所占的比值$

"

反应蛋白及降

钙素原检查结果分析"综合判断来界定严重细菌感

染"通过观察发现"观察组严重细菌感染为
&1

例

)

$&)+(T

*"远高于对照组的
.

例)

+)''T

*"两者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严重细菌感染可

导致婴儿肝损害#黄文红等'

(

(报道在小儿重症感染

性疾病中"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为
+.)'+T

"明显高于

本研究结果"考虑与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有关系"

且其重症感染不仅限于细菌性感染"还包括其他病原

体的感染"而本组研究重症感染仅限于细菌性感染#

另外严重细菌感染易导致严重脓毒血症"彭慧云等'

.

(

研究显示"儿童严重脓毒血症中肝功能异常的发生率

为
.$)0T

"随着肝损伤严重程度的加重患儿的病死率

逐渐增加#因此"在临床上一旦发现严重的细菌感

染"应及时给予有效的抗生素治疗"阻止进展为严重

脓毒血症"以避免肝损害的发生#巨细胞病毒引起的

肝脏疾病"是我国目前婴幼儿中最常见的一种肝脏疾

病'

*

(

"本组研究对象为婴儿肺炎"在常规检测血生化

发现肝损害后再进行病因方面调查"观察组中巨细胞

病毒感染为
&(

例)

&*)%1T

*"低于顾岚等'

0

(的报道"

考虑与所选取的病种范围有关"而对照组仅
$

例

)

')''T

*"两者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

示巨细胞病毒在引起婴儿肺炎的同时亦常常使婴儿

的肝脏受累#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的肝损害文献亦

多有报道"本组研究中观察组肺炎支原体感染为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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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01T

*"高于对照组的
$

例)

')''T

*"两者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较吴慧平等'

+

(报道

的小婴儿肺炎支原体感染肝功能损害
'&)&T

的发生

率低"考虑与不同区域有关"肺炎支原体感染本身以

学龄前期及学龄期儿童多见"但随着检验检测水平的

不断提高"近年来发现婴幼儿的感染率亦逐渐升高"

但其导致肝损害的机制仍不明确"可能原因!)

&

*直接

侵袭+)

$

*细胞毒性+)

'

*免疫损伤'

+

(

#药物性肝损害

也是引起儿童肝病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引起肝损害的

相关药物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在西方国家主要是抗

生素$抗癫痫药和抗精神病药物+而在亚洲"则以中草

药$保健品和膳食补充剂更为常见"但由于目前尚无

很好的确诊方法"诊断上比较困难"主要根据病史"以

排除法为主'

1

(

#朱欣欣等'

&%

(报道"引起药物性肝损害

的药物主要以化疗药物$抗生素$抗结核药物和抗癫

痫药物为主"并特别指出要关注中草药引起的肝损害

的情况"由于本研究对象为婴儿期"入组前已排除其

他基础疾病及用药史"因此在进行药物性肝损害研究

调查时"主要针对入院前是否服用了中草药"本研究

中发现"观察组在入院前有
$*

例)

$1)++T

*服用中草

药治疗"对照组为
+

例)

&')''T

*"两者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中草药治疗是引起婴儿

肝损害的主要因素"与甘雨等'

&&

(报道相接近"但不能

排除其他药物的影响#本组研究还发现不论观察组

还是对照组"在入院前均有较高比例的病例服用中草

药"可能与本地区民众观念有关"绝大多数的民众普

遍认为中草药是安全的"无不良反应"导致对中草药

的滥用#临床医师在询问病史中如果发现婴儿入院

前有使用过中草药治疗的"均须慎惕相关的肝损害#

在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婴幼儿下呼吸感染的主要

病毒性病原体"在本组研究中观察组合胞病毒感染为

&.

例)

&0)$(T

*"高于对照组的
'

例)

.)%%

*

T

"两者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K\H/̂ \!

等'

&$

(

报道在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儿童中"通过肝脏活组织

检查证实呼吸道合胞病毒可直接侵犯肝脏#陈娇

等'

&'

(曾在研究中报道重症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患儿

中有
$.T

出现
/H?

升高#骆盈莹'

&(

(曾报道儿童呼

吸道合胞病毒肺炎轻症组
/H?

异常为
$0)*T

"重症

组
/H?

异常为
*')$T

"均高于本组研究"考虑与其所

选病例种类及区域不同有关#

在本组研究中"对比分析两组病例发现肺炎衣原

体$腺病毒$乙型流感病毒$

P@

病毒及副流感染病毒

感染"与婴儿肝损害无直接相关"两者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与相关文献报道不相符'

&.-&*

(

#

可能与研究对象年龄偏小及病例数量过少有关系#

通过以上的研究"笔者发现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

的病因复杂"有可能为单一因素所致"亦有可能为多

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受限于病例数量及检测水平

的限制"该研究仍存在有很多的不足"建议在临床工

作中"针对婴儿肺炎的病例"应常规进行肝功能检测"

尤其是发病期间有给予中草药治疗及并发有低氧血

症$肺炎支原体感染$合胞病毒感染$巨细胞病毒感

染$严重的细菌感染时更应该动态监测肝功能变化"

以便早期发现肝损害的发生"给予及时治疗#所幸的

是"本组研究中发现婴儿肺炎并发肝损害多为轻症病

例)

+$)0*T

*"未发现重症肝损害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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