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暂的全身不能活动及不能言语"持续时间仅数小

时"推测其原因是隐翅虫释放的嗜神经性的生物毒素

入血导致"毒素总量不多被机体代谢后大部分症状缓

解"但又如何解释该患者左上肢正中神经及尺神经功

能恢复欠佳. 患者左前臂虽有肿胀但不严重"可排除

骨筋膜室综合征所致的正中神经及尺神经损伤"查体

可见患者咬痕最明显一处位于左上肢肘关节肱骨内

上髁内侧约
$97

"正中神经与尺神经与此处毗邻"而

桡神经相对较远"毒素可能直接扩散影响了邻近的正

中神经与尺神经"该毒素高度嗜神经性且对神经的破

坏作用巨大"同时因叮咬后
(+D

内患者未接受减轻神

经炎症及水肿的治疗"导致了患者在经过
'

个月的综

合治疗后正中神经及尺神经的功能恢复仍不理想#

综上所述"夏秋季蚊虫叮咬十分常见"一般症状

都比较轻"局部皮肤红肿瘙痒疼痛"持续时间较短"基

本不会引起全身反应"但一些特殊的毒虫叮咬后如果

治疗不及时"往往造成永久性功能缺失"给患者生活

造成极大损害"借此例报道提醒大家预防叮咬"一旦

发生毒虫咬伤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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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肾绞痛$

!

妊娠$

!

输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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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肾绞痛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肾绞痛"诊疗过

程中既要解除孕妇的痛苦"也要考虑胎儿的风险"所

以治疗较为棘手"导致许多产科医师$泌尿科医师在

处理此类患者时茫然无措#本科收集了自
$%&'

年
&

月至
$%&0

年
&$

月的
$0

例首诊为妊娠期肾绞痛患者

的临床资料"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科自
$%&'

年
&

月至
$%&0

年

&$

月的
$0

例首诊为妊娠期肾绞痛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其中妊娠早期
0

例"妊娠中期
&.

例"妊娠晚期
.

例+左侧
&.

例"右侧
&$

例+临床表现

与非妊娠肾绞痛相似"多为腰腹部疼痛"向下腹部放

射"或伴有恶心$呕吐症状"膀胱刺激"血尿等"发热
&

例"最高体温达
'1)$a

+病程
&

#

*B

"平均
$B

#本组

因顽固性肾绞痛入院治疗
+

例"

&

例独肾患者因急性

肾衰竭入院"其余
&+

例均在门诊或产科治疗#

$)/

!

方法

$)/)$

!

辅助检查
!

常规行血$尿常规"尿培养"

@

超

等检查#其中镜下血尿
$'

例+白细胞及
"

反应蛋白

)

",K

*升高
&*

例+尿细菌培养阳性
$

例)大肠杆菌*+

急性肾衰竭
&

例)独肾*"血肌酐达
..%

&

745

%

H

"其余

患者肾功能均正常#

@

超检查发现输尿管结石伴肾

积水
&%

例"其中左侧
*

例$右侧
(

例"输尿管上段
0

例$中段
$

例$下段
&

例"结石平均大小
*)' 77

)

()+

#

+).77

*+

@

超仅提示肾积水
&0

例#其中轻度

肾积水
$&

例"中度肾积水
*

例#

$)/)/

!

治疗方法
!

)

&

*保守治疗#对于初发的肾绞

痛孕妇"如不伴有发热等感染征象"多采用门诊对症

止痛"多饮水"产科或泌尿科随诊#如顽固性肾绞痛

或伴有急性肾衰竭以及感染等"则采取住院治疗#由

于顽固性肾绞痛"多伴恶心$呕吐"进食差"予以葡萄

糖补液"肌注黄体酮解痉保胎"必要时采用阿片类止

痛药#如伴有宫缩及感染"经产科医师会诊后"以

$.T

硫酸镁静滴"治疗中监测膝腱反射$呼吸频率和

尿量+抗感染药选用青霉素或头孢菌素类抗生素#随

访!每月复查
@

超及尿常规"如出现发热及反复腰疼"

急性肾衰竭"及时行外科干预#)

$

*手术治疗#对于

顽固性肾绞痛或伴有感染及急性肾衰竭"在患者及家

属治疗较为积极的情况下"采用输尿管镜下置入双
Z

管"待分娩后进一步检查及治疗#

/

!

结
!!

果

!!

)

&

*保守治疗!

&+

例患者保守治疗有效"

$

例再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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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肾绞痛"

&

例对症后好转#另外
&

例置双
Z

管后

好转#)

$

*手术治疗!

+

例行输尿管支架管置入"

&

例

独肾置管失败后行输尿管镜碎石#置管后患者疼痛

好转或消失"体温及肾功能均降至正常"肾积水缓解

或消失"见图
&

$

$

#

$0

例均顺利生产)其中经阴道分

娩
&1

例"剖宫产
+

例*"其中早产
&

例#随访
@

超至

生产前"

&%

例轻度肾积水"

&0

例无肾积水"发现输尿

管结石
(

例"自行排出结石
'

例#所有产妇及婴儿均

健康#

!!

注!

/

为置管前+

@

为置管后)箭头所示为双
Z

管*

图
&

!!

置管前后
@

超

!!

注!

/

为置管前+

@

为拔管后

图
$

!!

置管前
G,W

%拔管后
@

超

'

!

讨
!!

论

!!

M\/\J

等'

&

(报道孕妇泌尿系结石的发生率为

%)%(T

#

%).%T

"但妊娠期间真正的结石发生率不甚

清楚"因为大部分就诊患者只是伴有症状者才来就

诊#一般认为妊娠期时孕激素升高"尿路平滑肌张力

降低"输尿管壁增厚"蠕动减弱"尿流缓慢"是泌尿系

结石发生的主要因素#

对于孕期肾绞痛的诊断"一般采用超声作为孕期

肾绞痛的初选检查"具有无放射性"简便"对于肾积水

较为敏感"如果结石较大"肠道气体干扰小"可检查出

结石"也可作为随访的重要检查#磁共振尿路成像

)

G,W

*检查可了解梗阻部位"对胎儿无影响"但价格

昂贵"可作为选择性检查#鉴于
c

线对于胎儿的致畸

影响"禁用
c

线检查"包括
"?

'

$

(

#本组检查患者
@

超

提示肾积水
$0

例"报告结石
&%

例"结石的阳性率

'0)%'T

#但对于肾积水的灵敏度可达
&%%T

"因此妊

娠期肾绞痛的选择仍将
@

超作为首选#虽然妊娠期

由于子宫的右旋导致右肾积水可能"但结合患者腰痛

病史及尿红细胞阳性的检查"均可达到肾绞痛的诊

断#同时还需行血$尿常规及尿培养"以便确定有无

感染#

对肾绞痛的治疗"根据初发还是反复发作"采用

不同的治疗方案#由于
0%T

#

+%T

孕妇的泌尿系结

石能自然排出"因此应首先采取保守治疗#

G/!-

!PHH#

等'

'

(也认为妊娠合并输尿管结石首选保守治

疗"当保守治疗失败后再考虑用外科手段进行干预#

本组患者
&+

例行保守治疗"

$

例再次发作"

&

例经对

症治疗后好转"另外
&

例置双
Z

管后好转#对于顽固

性肾绞痛"置入双
Z

管对于缓解疼痛$解除泌尿系梗

阻"保护肾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J]M/G@/

等'

(

(报道

的
+$

例孕期肾绞痛患者"有
$'

例)

$+)%T

*患者行双

Z

管置入#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考虑

放置输尿管双
Z

管!)

&

*顽固性肾绞痛+)

$

*泌尿系结

石梗阻积水并伴感染"抗感染效果不佳+)

'

*双侧输尿

管梗阻或孤立肾梗阻影响肾功能者#本组
$0

例患者

中"有
1

例行双
Z

管置入"其中
0

例因顽固性肾绞痛频

繁发作"

&

例伴感染"另
&

例为独肾急性肾衰竭#在局

麻下行输尿管镜置入双
Z

管
*

例"

'

例在硬膜外麻醉

下完成"其中
&

例因置入失败"及时行输尿管镜钬激

光碎石#术后所有患者疼痛缓解"均未出现先兆流

产#有
&

例留置输尿管支架管后诱发早产"提前终止

妊娠"婴儿存活良好#

@

超复查双
Z

管位置正常)图

&

*"肾积水减轻#留置双
Z

管的材料国产进口均可"

质量好的双
Z

管可以放置
*

个月以上"从而避免频繁

更换"如新型双
Z

管)

K45=>:I-?G-H44

C

"末端为线圈*"

有助于减少刺激"降低宫缩可能"可放置
&

年"完全可

度过妊娠期#留置双
Z

管后的肾区不适及血尿较为

常见"但通过勤排尿"避免用力排尿"减少活动"多饮

水可缓解上述症状#本组
1

例手术患者均顺利度过

妊娠期#

/V/JW,

等'

.

(也报道使用输尿管镜钬激光

碎石可处理妊娠期输尿管结石"其效果肯定"并发症

的发生率低#

Q/JM

等'

*

(将
+0

例分别接受了双
Z

管

置入"经皮肾造瘘术)

K"J

*和输尿管镜下碎石术

)

W,!H

*的孕妇进行比较"结果认为双
Z

管置入和

K"J

患者术后耐受性差+

W,!H

)特别是钬激光碎石*

更有效#但考虑到
W,!H

仍存在一定的并发症"我们

建议首先留置双
Z

管"如置管困难"再行
W,!H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妊娠期肾绞痛容易诊断"治

疗多采取保守排石治疗#如反复发作的顽固性肾绞

痛"伴发感染或肾衰竭时"可采用双
Z

管引流缓解疼

痛"保护肾功能"防止感染"待生产后再进一步检查及

治疗#置管失败时"可采用输尿管镜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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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阴性献血者
V

变异型调查

苏湘晖!孙
!

昂!粟玉萍!陈
!

敏!谭
!

涛

"湖南省岳阳市中心血站输血研究室
!

(&(%%%

%

!!

关键词"

,D

"

V

%阴性$

!

表型$

!

V

变异型$

!

抗体筛查$

!

抗体鉴定$

!

抗
-V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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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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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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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已发现人类有
'*

个血型系统"对临床输

血最为重要的是
/@\

和
,D

血型系统#

,D

血型是血

型系统中最复杂$最具多态性的血型系统"其临床意

义仅次于
/@\

血型系统"可引起严重的输血反应和

新生儿输血反应#为了给临床医院提供及时$有效$

安全的血液"笔者对
$%&'O$%&0

年
(&%

例初筛为
,D

)

V

*阴性的血液进行确认试验"并对其表型$

V

变异

型$不规则抗体筛查及抗体鉴定进行调查#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O$%&0

年岳阳地区第
&

次无偿献血者'第
&

次做过
,D

)

V

*阴性确认试验的献

血者"第
$

次献血不被纳入此试验(在用单克隆
#

F

G

类抗
-V

常规检测初筛为
,D

)

V

*阴性的血液进行确认

试验#

$)/

!

试剂和仪器
!

单克隆
#

F

G

类抗
-V

$抗
-"

$抗
-9

$

抗
-P

$抗
-8

"

#

F

M

类抗
-V

"抗人球蛋白试剂)

#

F

M

"

"'B

*"

筛选细胞均由上海血液生物公司提供#

#

F

Gh#

F

M

类

抗
-V

由
@:4I94;

公司提供"谱细胞由
,8=

F

8EI

公司提

供#细胞洗涤离心机)

/̂-$$%%

型"日本久保田公

司*"显微镜)

"c(&

型"

\5

<

7

C

6I

公司*#

$)'

!

方法

$)')$

!

,D

)

V

*阴性筛查及确认
!

用单克隆
#

F

G

类

抗
-V

试剂对所有标本进行初筛"常规鉴定为
,D

)

V

*

阴性的标本再分别用另一厂家的单克隆
#

F

G

类抗
-V

"

#

F

Gh#

F

M

类抗
-V

"

#

F

M

类抗
-V'

种试剂进行确认"如

果
'

种试剂均为阴性"则判断为
,D

)

V

*阴性#如果

#

F

Gh#

F

M

类抗
-V

"

#

F

M

类抗
-V

与抗人球蛋白试剂进

行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有
&

管阳性"则判断为
V

变异

型)弱
V

表型或部分
V

表型*"如果
'

管全都为阴性"

则确认为阴性血#

$)')/

!

,D

)

V

*阴性血清学表型鉴定
!

将初筛为
,D

)

V

*阴性分别用抗
-"

$抗
-9

$抗
-P

$抗
-8

试剂对
,D

)

V

*

阴性标本进行试管法血清学表型分型#

$)')'

!

不规则抗体筛选及鉴定
!

将初筛为
,D

)

V

*阴

性的献血者血清与筛选细胞和自身细胞用盐水法$凝

聚胺法和抗人球法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筛查结果

为阳性的标本再与谱细胞和自身细胞进行抗体鉴定"

确定其特异性#

/

!

结
!!

果

/)$

!

,D

)

V

*阴性献血者的血清学表型分布情况
!

(&%

例无偿献血者初筛为
,D

)

V

*阴性"确认为
,D

)

V

*

阴性的
'1&

例)

1.)'0T

*"

99B88$&1

例)

.*)%&T

*"

"9B88&$.

例)

'&)10T

*"

""B88$0

例)

*)1&T

*"

99BP8

&*

例)

()%1T

*"

"9BP8'

例)

%)00T

*"

""BP8&

例

)

%)$.T

*#

/)/

!

,DV

变异型的血清学表型分布情况
!

(&%

例无

偿献血者初筛为
,D

)

V

*阴性经过确认"

V

变异型共
&1

例)

()+%T

*"其中表型为
99V6P8(

例)

$&)%.T

*"

""-

V688'

例)

&.)+%T

*"

"9V6880

例)

'*)+(T

*"

"9V6P8

.

例)

$*)'&T

*#

/)'

!

血清学不规则抗体筛查及鉴定
!

'1&

例
,D

)

V

*

阴性无偿献血者血清中查出不规则抗体阳性共
(

例"

均为
#

F

M

类抗
-V

抗体)

&)%$T

*#

&1

例
V

变异型献血

者血清中检出
&

例
F

M

类抗
-V

抗体)

.)$*T

*#

'

!

讨
!!

论

!!

,D

血型系统是所有血型系统最复杂的血型系

统"从临床上讲"除
/@\

血型系统外
V

抗原具有最重

要的血型多态性#

V

抗原是
,D

抗原中免疫原性最强

的抗原"也是最具有临床意义的抗原'

&

(

#根据红细胞

上
V

抗原的有无"分为
,D

阳性和
,D

阴性#本调查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245)&.

!

J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