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支原体感染以秋冬季发病为主#与秋冬季

温暖#干燥少雨#蒸发旺盛#日温变化大的气候特点有关)在国

内文献中#对可疑结果$灰区%的统计报道极为少见#而在实际

检测中#胶体金法实验的.灰区/是无法避免的#从本文统计数

据可以看出#可疑结果比例达
'(8*CV

#这是不容忽视的)在

肺炎支原体感染并出现症状后的第
:

天可检测出
T

=

S

类抗

体#于第
'*

!

(*

天后抗体浓度可达高峰)由于患儿个体差异#

检测时体内抗体浓度往往未达到足够峰值#以致出现可疑结

果#此时应注意观察症状#最好
'

周后复检)康华公司亦建议#

对于可疑结果#应于
:H

后再次采集样本检测)由于肺炎支原

体 感染的临床表现常无特异性#尤其是肺外并发症使病情复

杂化#且一般在给予青霉素或头孢类抗生素治疗一定时间效果

不佳时#才考虑是否肺炎支原体感染#易导致误诊误治+

,

,

)建

议对有肺炎支原体 感染可疑征象的患儿#尤其是具有呼吸道

症状的患儿#应及早检测#病程较短的患儿最好进行动态检测(

必要时可结合其他检测方法来提高肺炎支原体 的阳性检出

率#从而提高儿童肺炎支原体 感染诊断的准确率)

研究显示肺炎支原体 在皖北地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的发病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已成为本地区儿童的常见病及

高发病#肺外并发症多而且严重#严重影响儿童身体健康)因

此#控制本病的发生和流行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肺炎支原

体
T

=

S

抗体检测能为患者早期诊断和针对性治疗提供必要依

据#能协助诊断肺炎支原体#早日明确病因#对症治疗#限制疾

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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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相关性营养不良实验室指标的观察

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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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检测与分析完全饥饿状态下患者的实验室指标!了解饥饿对机体产生的影响$方法
!

以

该院收治的王家岭矿山透水事故
)*

例食物断绝
'*,0

的矿工为研究对象!入院治疗前静脉采血离心后收集血清!

进行实验室指标的检测$结果
!

白细胞计数升高
'

例"

BV

#!白细胞降低
(

例"

'BV

#%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比

容分别降低
(

例"

'BV

#&

*

例和
'C

例"

@*V

#!与入院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网织红细胞均升高!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8*'

#$总蛋白降低
')

例"

,*V

#!清蛋白降低
'A

例"

:*V

#!前清蛋白降低
'B

例"

:BV

#!纤维蛋白原降低
@

例

"

ABV

#$总胆红素升高
@

例!间接胆红素升高
''

例$尿素升高
'C

例!尿酸升高
,

例!乳酸升高
'C

例$叶酸降低
:

例!同型半胱氨酸升高
'(

例$结论
!

饥饿导致机体负氮平衡&电解质紊乱和酸性代谢物增加$饥饿导致纤维蛋白

原降低!纤维蛋白原也可作为机体的营养指标$鉴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密切关系!饥饿引起半

胱氨酸升高可能会导致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

!

饥饿%

!

营养不良%

!

实验室指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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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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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是指一些特殊条件下食物供应或摄入受到限制#从而

使机体处于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不足或缺乏的状态+

'

,

)机体完

全无法摄入或机体完全得不到食物时称为全饥饿状态+

)

,

)尽

管人类对饥饿状态下的病理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但大多都是

建立在理论推理和动物实验的基础上#在人类#饥饿对机体产

生的影响一直缺乏直接的证据)现以本院收治的
)*

例王家岭

透水事件的被困矿工为研究对象#其食物来源完全断绝
'*,0

#

仅靠井下水维持生命#是完全的饥饿状态#为本次研究人类的

饥饿对机体的影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以本院收治的
)*

例王家岭透水事件的被困

矿工#年龄
'@

!

B(

岁#平均
(:

岁#其中大于
B*

岁
'

例#小于
)*

岁
'

例)全部为男性)入井前并无流行病接触史#身体健康#

无基础疾病)

$8/

!

定期静脉采血#检测血细胞分析*贫血系列*尿常规*血电

解质*血生化*凝血功能*血气分析)收集并统计分析相关实验

室检测结果)

$8'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Q/QQ

软件进行
7

检验#以
!

"

*8*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血细胞分析中白细胞$

R̀!

%*红细胞$

4R!

%*血红蛋白

$

5M

%*红细胞比容$

5!1

%*网织红细胞$

4!

%检测结果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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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5?>

降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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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治疗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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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入院前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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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时相比#

4!

大幅度升高#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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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8'

!

生化系列中营养指标和代谢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

血细胞分析'

0

%

V

&(

血常规系列 升高 降低

`R! '

$

B

%

(

$

'B

%

4R! Y (

$

'B

%

5M Y *

$

'B

%

5!1 Y 'C

$

@*

%

4! Y ''

$

BB

%

!!

注!

Y

表示无数据)

表
)

!

4!

入院前后比较%

CP@

&

项目
0 4!

入院治疗前
'C *8ABP*8):

入院治疗后
'C '8A)P*8,*

%

!!

注!与入院治疗前比较#

%

!

"

*8*'

)

表
(

!

生化系列中营养指标和代谢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0

%

V

&(

内容 升高 降低

总蛋白
Y ')

$

,*

%

清蛋白
Y 'A

$

:*

%

前清蛋白
Y 'B

$

:B

%

纤维蛋白原
Y @

$

AB

%

总胆红素
@

$

AB

%

Y

间接胆红素
''

$

BB

%

Y

叶酸
Y :

$

(B

%

同型半胱氨酸
'(

$

,B

%

Y

尿素
'C

$

@*

%

Y

尿酸
,

$

(*

%

Y

乳酸
'C

$

@*

%

Y

!!

注!

Y

表示无数据)

/81

!

尿液分析显示酮体阳性
)*

例$

'**V

%)

)*

例均有血电

解质紊乱#而微量元素则无影响)

'

!

讨
!!

论

很多情况下饥饿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自然灾害*野

外作业和意外事故等#了解饥饿对机体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

理论和实战意义#而且能更好地指导临床的治疗)饥饿状态

下#机体处于负氮平衡#通过分解自身组织以获得所需的能量

和营养素)实验表明!血液系统中
R̀!

受饥饿的影响不大#

其中
'

例
R̀!

计数升高为肺部感染)相比红系更容易受到

影响#其中
5?>

是最敏感的#其次是血红蛋白#由于体内储存

有铁#严重的饥饿才会导致
4R!

数量的减少)

4!

在治疗前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饥饿时#由于缺乏原料#骨髓增殖减弱#

处于抑制状态#

4!

减少(当进食或治疗后#

4!

升高#骨髓增殖

活跃)

4!

受到影响后的变化早于
4R!

#

5M

和
5?>

)受到刺

激时#不仅增加的快#减少得也快#总之#

4!

是敏感的指标#是

很好反映
4R!

*

5M

生成的标志物+

(3A

,

)

清蛋白具有维持血浆胶体渗透压及与各种配体结合起运

输的作用#半衰期为
)*

!

)BH

#与前清蛋白相比#当体内蛋白能

量发生改变时#敏感性不如前清蛋白#而前清蛋白是一种快速

转换蛋白#能随着蛋白质摄入的增加迅速升高#早于其他生化

指标如清蛋白和总蛋白#能迅速反映营养摄入#可作为快速反

映营养状况的指标)本次实验与唐燕和张晓明+

B

,的研究一致)

纤维蛋白原是一种肝脏合成的参与凝血过程的血浆糖蛋白#严

重的肝功能障碍或基因缺陷导致其降低或缺失+

,

,

)值得关注

的是本研究中纤维蛋白原降低
@

例#本文的数据显示饥饿导致

的肝功能受损并不严重#也无肝炎等疾病#其降低可能是由于

饥饿导致的营养缺乏造成的#纤维蛋白原是否也可以作为营养

指标#有待临床工作者进一步的研究)

饥饿可导致糖原异生增加#有机酸$如
$

3

羟丁酸*自由脂肪

酸*乳酸等%的产生增多#这些有机酸对肾小管分泌尿酸起竞争

抑制作用而使尿酸排泄减少#导致高尿酸血症#所以饥饿不仅

不能降低尿酸#反而使尿酸水平升高#所以如今流行的饥饿法

治疗痛风是严重的误区)

同型半胱氨酸在
)*

例患者中有
'(

例增高#叶酸有
,

例下

降#说明饥饿对其有明显的影响)叶酸主要来源于食物#饥饿

导致了叶酸的缺乏)而叶酸是同型半胱氨酸代谢过程中的辅

助因子#叶酸缺乏使生化反应通路不畅#导致了同型半胱氨酸

的升高+

:

,

)国内外的文献已多次报道同型半胱氨酸是心血管

和脑血管事件独立的危险因素+

C3@

,

#这提示长期的营养摄入不

均衡以及节食导致的营养缺乏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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