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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X

辅助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疗效及对

血清
QVN1

7

(

"!1

#

^&

$

X4

和
Q̀ N1*

水平的影响

王凤兰!折彩梅!贺利军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医院
!

,*54%%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维生素
X

辅助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的疗效及对血清
7

1

干扰素"

QVN1

7

#$

"!1

羟基维

生素
X4

+

"!1

"

^&

#

X4

,和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

Q̀ N1*

#水平的影响%方法
!

按照入院顺序将该院收治的
5"

例

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随机分为试验组"维生素
X

辅助治疗组#和对照组"常规治疗组#各
$+

例%比较两组患儿

治疗
"

个月后的临床总有效率!治疗前$治疗
"

个月后呼吸道感染复发次数与血清试验室指标+

QVN1

7

$

"!1

"

^&

#

X4

$

Q̀ N1*

,水平变化!以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

治疗
"

个月后!试验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

<

$

%2%!

#&试验组患儿治疗后
*

年内复发次数明显小于对照组"

<

$

%2%!

#&两组患儿血

清
QVN1

7

$

"!1

"

^&

#

X4

$

Q̀ N1*

水平均较术前明显升高"

<

$

%2%!

#!且试验组患儿上述指标变化幅度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

<

$

%2%!

#&两组患儿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试验组患儿中
*

例出现便秘!

但给予对症处理后恢复正常%结论
!

维生素
X

辅助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安全有效!可控制呼吸道感染发

作!调节患儿免疫功能%

关键词"维生素
X

&

!

反复呼吸道感染&

!

儿童&

!7

1

干扰素&

!

"!1

羟基维生素
X4

&

!

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15$!!

"

"%*5

#

%#1**%"1%4

!!

反复呼吸道感染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儿科常见

疾病#以
*

年内上+下呼吸道感染反复发作为典型表

现(呼吸道感染多数情况下发病较急#患儿多表现出

发热+鼻塞流涕+喷嚏轻咳等症状#且不同年龄的患儿

具体表现有所差异#而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患儿除以上

症状之外#常伴随食欲不振+面黄体瘦等表现#若未及

时给予有效治疗#可能引发哮喘+心肌炎等疾病#对患

儿身体健康与成长发育产生消极影响(临床常通过

抗菌药物控制感染情况#但单一抗菌药物治疗效果不

佳(据临床研究表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发病除了与

微生物感染等外部因素有关外#还受患儿免疫功能+

营养状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

*

(维生素
X

是人体中

至关重要的微量元素#且有临床证据表明其对免疫功

能具有一定调节作用)

"

*

(对此#本研究采用维生素
X

辅助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观察临床疗效及其对

患儿免疫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

本院接受治疗的
5"

例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按照入

院顺序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

例(纳入标

准!$

*

%符合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

4

*者&$

"

%

患儿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

*

%入组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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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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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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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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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个月内使用过免疫增强剂+激素类药物及维生素

X

者&$

"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或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

者&$

4

%配合度+依从性不佳者&$

$

%中途退出治疗+随

访失联者(两组患儿入院时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入院时一般资料比较#

,l$+

$

组别
性别)

,

$

3

%*

男 女

年龄

$

Hd?

#岁%

病程

$

Hd?

#年%

体质量

$

Hd?

#

R

>

%

试验组
"!

$

!$24!

%

"*

$

$!2+!

%

$2+,d%2,4 *2+#d%2$# "*245d!2"*

对照组
*5

$

$*24%

%

"$

$

!#2,%

%

$2+4d%2#* *2+!d%2$4 "*2+"d$25+

!

"

"

9 %245" %2"$5 %24*+ %2"*,

< %2!4" %2#%$ %2,!4 %2#"5

$2/

!

方法

$2/2$

!

治疗方法
!

对照组患儿根据感染菌种给予相

应的抗感染治疗等措施(试验组患儿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加服盖诺真阿法骨化醇软胶囊$生产企业!青岛

正大海尔制药有限公司#规格!

%2"!

*

>

#国药准字!

&*555***$

%每次
%2"!

*

>

#

4

次"周#疗程持续
"

个月(

治疗后
*

年内进行随访(

$2/2/

!

指标检测方法
!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

个月

后抽取患儿空腹静脉血
!DU

#离心后分离上清液#置

于
T#% Z

冰箱中保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WUQS7

%检测血清
7

1

干扰素$

QVN1

7

%+

"!1

羟基维生素

X4

)

"!1

$

^&

%

X4

*及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

Q̀ N1*

%水

平(所有检测由同一名检验师完成#并严格按照标准

检验流程操作(

$2/2'

!

疗效评估)

$

*

!

治愈!经治疗后
*

年内未出现

呼吸道感染&显效!经治疗后
*

年内呼吸道感染复发

次数较治疗前减少
,%3

以上&改善!经治疗后
*

年内

呼吸道感染复发次数较治疗前减少
$%3

!

,%3

&无

效!未达到以上标准者(总有效率
l

$治愈例数
[

显

效例数
[

改善例数%"总例数
\*%%3

(

$2/21

!

观察指标
!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
"

个月后的临

床总有效率#治疗前+治疗
"

个月后呼吸道感染复发

次数与血清实验室指标)

QVN1

7

+

"!1

$

^&

%

X4

+

Q̀ N1*

*

水平变化#以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2%

统计学软件分析

数据#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计量资

料以
H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以
<

$

%2%!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

治疗
"

个月后#试验

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

<

$

%2%!

%#见表
"

(

/2/

!

两组患儿呼吸道感染复发次数比较
!

两组患儿

治疗前
*

年内呼吸道感染发作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2%!

%#试验组患儿治疗后
*

年内呼吸道感染

发作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

<

$

%2%!

%#见表
4

(

表
"

!!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

#

3

$'

组别
,

治愈 显效 改善 无效 总有效率

试验组
$+ *%

$

"*2,$

%

*+

$

4$2,#

%

*#

$

452*4

%

"

$

$24!

%

$$

$

5!2+!

%

对照组
$+ "

$

$24!

%

*4

$

"#2"+

%

"*

$

$!2+!

%

*%

$

"*2,$

%

4+

$

,#2"+

%

!

"

**2"%# +2*44

< %2%** %2%*4

表
4

!!

两组患儿呼吸道感染发作次数比较#

Hd?

)次*年$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 +2!"d*2$! "2!,d%245

对照组
$+ +2$,d*2!4 42$"d%2$,

9 %2*!+ 52*"+

< %2#,, %2%%%

/2'

!

两组患儿血清
QVN1

7

+

"!1

$

&̂

%

X4

+

Q̀ N1*

水平比

较
!

治疗
"

个月后#两组患儿血清
QVN1

7

+

"!1

$

^&

%

X4

+

Q̀ N1*

水平均较术前明显升高$

<

$

%2%!

%&试验组

患儿上述指标变化幅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2%!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血清
QVN1

7

(

"!1

#

^&

$

X4

(

Q̀ N1*

!!!

水平比较#

Hd?

)

,l$+

$

组别 时间
QVN1

7

$

9

>

"

U

%

"!1

$

&̂

%

X4

$

9D(H

"

U

%

Q̀N1*

$

D

>

"

U

%

试验组 治疗前
!,2#$d524" 52,+d"244 "*2,+d"2$*

治疗
"

个月后
#$24,d*%2"+ *!2*"d"2,# 4,2*!d42#+

9 *#24,5 *$2""# 442"5!

< %2%%% %2%%% %2%%%

对照组 治疗前
!,2+!d#2,5 52,$d"2$! ""2%4d"2$4

治疗
"

个月后
,!24*d52+5 **2$+d"2!" "52#,d4245

9 *"25+4 $2+5$ *#2"5+

< %2%%% %2%%% %2%%%

9

组间
$24!$ +2+*+ 52+**

<

组间
%2%%% %2%%% %2%%%

/21

!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

两组患儿治

疗期间均未出现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试

验组患儿中
*

例出现便秘#但给予对症处理后恢复

正常(

'

!

讨
!!

论

!!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一种病因与病理机制较

为复杂的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目前普遍认为其主要致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K6;F.H89

!

7

G

I8H"%*5

!

)(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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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素#包括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免疫功能失调等

内在因素#以及护理不当+微生物感染等外在因素#大

部分为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为的结果(临床中常规

治疗措施包括寻找病源+对症处理#并合理采用抗菌

药物治疗(但临床实践显示上述常规疗法疗效不理

想)

!

*

#因此#探索其发病机制#寻找新的治疗措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已有充分的临床研究证据表明#儿

童免疫失调+抵抗力下降与呼吸道感染反复发作有密

切的相关性)

+

*

(对此#本研究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辅以维生素
X

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以保护和提升患

儿的免疫功能(

维生素
X

是一种固醇类衍生物#属脂溶性维生

素#是对人体生长发育至关重要的营养素#在其众多

生物形式中#以维生素
X4

最为重要(相关研究显示#

维生素
X

除了具有维持血清中钙
1

磷平衡+防治骨质

疏松等主要生理功能之外#其调节免疫平衡的作用也

逐渐得到重视)

,

*

(至今为止#维生素
X

已被临床医生

广泛应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治疗中#亦有慢性气道炎症等多种疾病将

维生素
X

补充方案作为辅助治疗措施#以调控免疫应

答)

#

*

(阿尔法骨化醇是维生素
X4

的前体药物#口服

后可经小肠吸收#在肝脏中通过肝细胞内质网中
"!

羟基转化酶的作用#转化为其活性代谢物
*

#

"!1

二羟

维生素
X4

)

*

#

"!1

$

^&

%

"

X4

*而发挥免疫调控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
"

个月的治疗后#加服阿法骨

化醇软胶囊的试验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单

纯采用传统治疗方案的对照组患儿#且治疗后
*

年内

呼吸道感染发作次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患儿#提示补充

维生素
X

可提高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疗效#减少其

发作(与龚宝先)

5

*的文献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其可能

机制是维生素
X

可增强患儿体质#改善其体液免疫的

功能#因而可缓解呼吸道感染的发作程度#减少发作

次数(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儿治疗
"

个月后血清

中
"!1

$

^&

%

X4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儿(维生素

X4

在体内以
*

#

"!1

$

^&

%

"

X4

为主要活性形式#

*

#

"!1

$

^&

%

"

X4

具有较高的活动程度#但其稳定性则相对

较差#而
"!1

$

^&

%

X4

则在体内表现出高度稳定性#因

而临床中常通过检测血清中
"!1

$

^&

%

X

水平以反映

机体维生素
X

水平#评估营养状况(除此之外#

Q̀ N1*

是一种介导生长激素发挥作用的调节因子#除了促进

机体合成和分泌免疫球蛋白之外#还可促进
0

淋巴细

胞与
'

淋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相关临床研究表明

Q̀ N1*

水平的下降可导致机体免疫失调#抵抗力降

低)

*%

*

&

QVN1

7

是一种
#

型辅助
0

细胞$

0@*

细胞%的标

志性的细胞因子#具有抗病毒以及免疫调控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试验组患儿治疗后血清
Q̀ N1*

+

QVN1

7

水

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这可进一步体现其增强免疫功

能#改善呼吸道感染的治疗价值(另外#两组患儿治

疗期间均无肝肾功能异常等严重的不良反应#试验组

出现
*

例患儿便秘#但给予有效处理措施后得到缓

解#提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补充维生素
X

不良反应

轻微(

综上所述#维生素
X

辅助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

儿安全有效#可增强患儿免疫功能#控制呼吸道感染

发作#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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