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儿童的智能发育造成永久性影响)

8

*

+因此#要向群众和相关

人员宣传预防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和铁缺乏症的重要性#及早发

现并及时指导合理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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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的干预作用

张玉芬!李
!

冰"湖北省鄂州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新生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的干预作用%方法
!

选择
"%R

例健康足月新生儿!将其中未进

行新生儿访视的
%8-

例新生儿设为观察组!进行了
%

次新生儿访视的
!?-

例新生儿设为对照组!观察组进行常规护

理!对照组在新生儿访视时进行干预%结果
!

两组黄疸发生率分别为
"#L"U

和
?8L!U

!两组转儿科治疗率分别为

#RL"U

和
"L8U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两组在
%R@

胆红素$开始退黄时间$完全退黄时间$黄疸

持续时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L$#

#%结论
!

通过新生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进行干预有其独特的效果!

适宜广泛推广%

"关键词#

!

新生儿黄疸&

!

新生儿&

!

访视&

!

干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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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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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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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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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黄疸是指新生儿出生后血清胆红素浓度升高引起

的皮肤,巩膜及黏膜黄染的症状#是新生儿时期最常见的症状

之一#多为血清未结合胆红素增高所致+新生儿血脑屏障功能

尚未完善#如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过高的胆红素可引起听

力及神经通道功能损害#可致胆红素脑病#对大脑产生不可逆

的损伤+新生儿黄疸早期预防和治疗是关键+本文通过新生

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进行早期干预#降低新生儿黄疸发生率#

减轻病情#缩短病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择在本院出生的
"%R

例健康足月新生儿#

胎龄
!8

!

?%

周#出生体质量
%L>

!

?L$a

I

#

/

4I

E<k6

评分大于或

等于
R

分#外观无畸形#产妇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

$L/

!

方法
!

将未进行新生儿访视的
%8-

例新生儿设为观察

组#进行了两次新生儿访视的
!?-

例新生儿设为对照组#两组

新生儿均于出院时预约
%R@

来本院儿保科体检#并详细调查

新生儿黄疸情况+

$L'

!

新生儿访视干预方法
!

观察组出院后家属对新生儿进行

常规护理+对照组于第
8

,

#?

天医生上门进行两次新生儿访视#

教会家长观察新生儿黄疸#如何识别病理性黄疸#督促家长为新

生儿进行抚触,游泳,每日
?

!

"B

的日光浴#便秘的新生儿给予

开塞露#黄疸持续较长时间的给予茵栀黄颗粒和枯草杆菌二联

活菌颗粒$商品名!妈咪爱%散剂各
#

"

!

袋#每日
!

次口服+

$L1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
3

% 检验#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新生儿黄疸发生情况比较见表
#

+两组

黄疸发生率分别为
"#L"U

和
?8L!U

#两组转儿科治疗发生率

分别为
#RL"U

和
"L8U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两组在
%R@

胆红素,开始退黄时间,完全退黄时间,黄

疸持续时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表
#

!

两组新生儿黄疸发生情况

组别
'

黄疸$

'

%

%R@

胆红素$

3

I

"

@)

% 退黄时间$

@

% 完全退黄$

@

% 黄疸持续时间$

@

% 转儿科$

'

%

观察组
%8- #8% >L%$_#L?8 "L88_#L8- #!LR>_#LRR #$L?$_#L!$ !%

对照组
!?- #"> !L$"_%L>! >L>>_#L"! ##L#%_#L"> RL8$_#L>$ ##

3

%

T !LR> T T T T #"LR%

: T T ?L-> ?LR? -L!# RL%$ T

F T

#

$L$#

#

$L$#

#

$L$#

#

$L$#

#

$L$#

#

$L$#

!!

注!

T

表示无数据+

/

R?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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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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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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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
!!

论

新生儿访视是儿童保健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据统

计由于新生儿期胆红素代谢的特点#约有
"$U

的足月儿可发

生生理性黄疸+预防新生儿黄疸方法很多#通过新生儿访视对

新生儿黄疸进行干预对预防新生儿黄疸有其独特的效果+

近年来有大量报道抚触有利于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有减轻

新生儿黄疸的作用)

#

*

+抚触可增加迷走神经的紧张性#使胃肠

道激素,胃泌素水平增高#增强食物的吸收能力#促使奶量摄入

增多#刺激胃肠蠕动#增加新生儿胎粪排泄次数#缩短胎便排净

天数#减少胆红素的肠
.

肝循环#减轻生理性黄疸的程度#从而

对新生儿黄疸产生干预作用+游泳对新生儿的呼吸系统,循环

系统都有良好的影响+新生儿游泳后吃奶频率增加#吃奶时间

延长#肠蠕动增加#加速了胎粪的排出#使胎粪转黄时间提前#

加快建立新生儿肠道内正常菌群#使进入肠道的胆红素还原成

尿胆原#随之排出体外#减少胆红素的重吸收#对降低新生儿黄

疸程度有明显的作用)

%

*

+新生儿黄疸除对蓝光照射有效外#太

阳光也是有效的+有研究表明#每日累积日光照射
?

!

"B

#可

明显降低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胆红素峰值及黄疸持续时

间)

!

*

+开塞露能促进肠蠕动#应用开塞露肛门内通便#加快胎

粪的排出#缩短胎便排净天数#减少胆红素的肠
.

肝循环#降低

血清胆红素水平#对减轻黄疸程度#降低黄疸发生率有着重要

作用+茵栀黄及妈咪爱治疗新生儿黄疸#可迅速建立正常肠道

菌群#降低肠道
0

.

葡萄糖醛酸苷酶$

0

.\Q

%活性#使胆红素的肠
.

肝循环减少#降低肠道
4

P

值#促进胆红素从粪便中排泄)

?

*

#具

有加速胆红素分解和排泄的作用#可迅速降低血清胆红素水

平#明显缩短治疗时间+

本院对城区内出生的新生儿在第
8

,

#?

天两次上门访视#

对及时发现新生儿黄疸#指导新生儿黄疸的护理,预防和治疗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新生儿访视对新生儿黄疸进行干

预#具有疗效明显,操作方便,不良反应小并且价廉的优点#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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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凝血功能指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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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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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分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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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肝硬化患者凝血功能相关指标的临床应用价值及其与
'B:1@.,5

I

B

肝功能分级的关系%

方法
!

应用
NCDa3EGD=51;C</')./Q9/('+

全自动血凝仪分别检测
%#R

例肝硬化患者和
>$

例健康体检者的凝

血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O:

I

#和
Q.

二聚体"

Q.Q

#%结果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其中
,&

$

/,&&

$

&&

和
Q.Q

值明显增高!而
O:

I

值则明显下降!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

$L$#

#%"

%

#按
'B:1@.,5

I

B

分级从
/

)

N

)

'

显示
,&

$

/,&&

$

&&

和
Q.Q

值逐渐延长或升高!

O:

I

值则逐渐降

低!且
/

级与
N

$

'

两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N

级与
'

级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F

#

$L$#

#%结论

!

检测凝血
?

项指标"

,&

$

/,&&

$

&&

和
O:

I

#同时联合检测
Q.Q

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肝硬化患者凝血因子减少的程

度!以及是否有纤溶系统功能亢进!并且有助于监测对肝硬化病情的判断和评估!为临床医生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

提供可靠依据%

"关键词#

!

肝硬化&

!

Q.

二聚体&

!

凝血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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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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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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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肝病#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

肝脏损害#肝脏呈进行性,弥漫性,纤维性病变#是我国常见病,

多发病+该病早期无明显症状#后期则出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

门静脉高压和肝功能障碍#多有出血倾向#直至上消化道大出

血,颅内出血等是其重要致死原因)

#

*

+肝硬化无特效治疗方

法#关键是早期诊断#改善肝功能#积极控制病因及并发症+为

此#作者检测了
%#R

例肝硬化患者凝血功能相关指标的临床应

用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其与
'B:1@.,5

I

B

)

%

*肝功能分级关系#为

临床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肝硬化组!

%#R

例#均为
%$$R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住院并确诊为肝硬化的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8R

岁#平均为
>%L!

岁#诊断标准均符合
%$$$

年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学术会议$西安%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

治方案的标准(其中肝炎后肝硬化
R?

例#酒精性肝硬化
"-

例#

混合性肝硬化
">

例(按
'B:1@.,5

I

B

分级标准分级!

/

级
"-

例#

N

级
>>

例#

'

级
-?

例+健康对照组!从健康体检人群中随机

选择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L#

岁(通过体检结果选择肝功能,

N

超等检查均正

常#且肝炎标志物表面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者+全部病例采集

标本前
%

周均未使用影响凝血功能及血小板的药物+

$L/

!

标本采集
!

所有病例均真空静脉采血$由
NQ

公司提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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