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郑泽洪#男#主治医师#本科#现主要从事妇儿急诊工作+

!论
!

著!

血清
\;

选择素及
[;

选择素对急诊危重患儿病情及生存

状况的评估价值分析

郑泽洪"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妇儿分院妇儿急诊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究血清
\;

选择素及
[;

选择素水平对急症危重患儿病情及生存状况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接受治疗的
$"

例重症危重患儿"试验组#和
$"

例同期体检的健康儿童"健康对照组#$

比较两组研究对象血清
\;

选择素及
[;

选择素的变化情况$结果
!

试验组患儿治疗前的
\;

选择素和
[;

选择素水平

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治疗后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9"$

#$不同
\*1Y

评分

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均不同!

\*1Y

评分越低!患儿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不同程度脓毒症患儿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均不同!非感染危重症患儿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较

低!脓毒症患儿其次!严重脓毒症患儿最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结论
!

血清
\;

选择素及
[;

选择素对

急症危重患儿病情及生存状况具有重要影响$急症危重患儿的病情越严重!生存状况越差!患者的血清
\;

选择素

及
[;

选择素水平越高!对患儿进行手术抢救的成功率越低!患儿病死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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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危重患儿是指生命体征不平稳#病情变化迅速#患儿

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器官系统功能不稳定,衰减和衰竭#危及

生命)

!

*

+选择素是一类异亲型结合分子#主要参与血管内皮细

胞和白细胞之间的识别和黏着)

-;.

*

#分为
);

选择素,

\;

选择素

和
[;

选择素+作者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

受治疗的
$"

例重症危重患儿和
$"

例同期体检的健康儿童进

行研究#探讨血清
\;

选择素及
[;

选择素水平对急症危重患儿

病情及生存状况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

受治疗的
$"

例重症危重患儿$试验组%和
$"

例同期体检的健

康儿童$健康对照组%+试验组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

.!92-T%>9#$

%个月(先天性心脏病
2

例#重症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
%

例#重症肺炎
!2

例#脓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
>

例#肾

病及肾功能衰退
.

例#其他
!.

例(根据小儿危重病的评分标准

$

\*1Y

%评分标准#在试验组患者中#有非感染为重症患者
!>

例#脓毒症患者
2

例#严重脓毒症患者
->

例+试验组患儿入选

标准!$

!

%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制定的
\*1Y

($

-

%患儿均

经过儿童死亡危险因素评估$

\81Y<

.

%($

%

%患儿均发病不超

过
>N

($

.

%经医院伦理委员批准#所有入选者家属均对本次研

究知情#并签署同意协议+健康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平

均$

.-9!$T%=9.2

%个月+两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9"$

%#具有可比性+

$9/

!

研究方法
!

留取所有入选者
%P)

静脉血液#并将其置

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抗凝试管中#充分振荡混合+然后再以

%$""E

"

PIJ

进行高速离心+最后将其保存于
U#"]

的冰箱

中+

\;

选择素和
[;

选择素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测定+

$9'

!

研究指标
!

$

!

%比较两组入选者的
\;

选择素和
[;

选择素

的变化情况+$

-

%比较不同
\*1Y

评分患者的
\;

选择素,

[;

选

择素水平+

\*1Y

评分标准如下#

&

="

分!不危重(

>!

"

#=

分!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4<6N*DIJ

!

&AK6P46E-"!$

!

VAD9!-

!

&A9--



危重(

'

>"

分!极危重+$

%

%比较不同程度脓毒症患儿的
\;

选

择素,

[;

选择素水平+

$91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Y\YY!#9"

软件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CTA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

用精细比较
"L4

比较(检验水准设定为
'

`"9"$

#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比较两组入选者
\;

选择素和
[;

选择素的变化情况
!

试

验组患儿治疗前
\;

选择素和
[;

选择素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治疗后两组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比较两组如选择
\;

选择素及
[;

选择素的

!!!!

变化情况'

CTA

%

J

?

+

N)

(

项目
\;

选择素

治疗前 治疗后

[;

选择素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29#%T%29#$ %#92$T!"9=> !!%9#%T%#92. %#9$.T!$9$>

对照组
%>92$T!"9". %>9=%T=9>2 %29%2T!>9=$ %29.-T!#9".

!

$

"9"$

&

"9"$

$

"9"$

&

"9"$

/9/

!

比较不同
\*1Y

评分患儿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
!

试验组患者入院后进行
\*1Y

评分#有
!!

例患者
\*1Y

评分不

超过
>"

分#

->

例患者
\*1Y

评分在
>!

"

#=

分#

!-

例患者
\*1Y

评分不低于
="

分+不同
\*1Y

评分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

平均不同(

\*1Y

评分越低#患儿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越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比较不同
\*1Y

评分患者的
\;

选择素*

!!!

[;

选择素水平'

CTA

%

J

?

+

N)

(

\*1Y

评分分组
* \;

选择素
[;

选择素

'

>"

分
!! !$%9-2T%>9=$ !%#9.>T-$9!-

>!

"

#=

分
->

!!.9=%T-29$$

"

!-#9!>T.!9#%

"

%

="

分
!-

#"9-2T-29!.

")

#$9.>T-%9$=

")

!!

注!与小于或等于
>"

分组比较#

"

!

$

"9"$

(与
>!

"

#=

分组比

较#

)

!

$

"9"$

+

/9'

!

比较不同程度脓毒症患儿的
\;

选择素水平,

[;

选择素水

平
!

不同程度脓毒症患儿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均不同+

非感染危重症组患儿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较高#脓毒症

组患儿其次#严重脓毒症组患儿最低+经比较#三组患儿
\;

选

择素,

[;

选择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

+

表
%

!

比较不同程度脓毒症患儿的
\;

选择素水平*

!!!

[;

选择素水平'

CTA

%

J

?

+

N)

(

组别
* \;

选择素
[;

选择素

非感染危重症
!> !"%9-$T%$9#= !!"9"-T..9$2

脓毒症
2

=%9!!T%"9.>

"

!"!92%T-#9=$

"

严重脓毒症
->

!%>9$2T%-9!.

")

!.29=%T-29$!

")

!!

注!与非感染危重症组比较#

"

!

$

"9"$

(与脓毒症组比较#

)

!

$

"9"$

+

'

!

讨
!!

论

!!

目前#医生对急诊危重患儿的初步判断主要根据意识,瞳

孔,呼吸,心跳和总体情况
$

个方面+对于急诊危重症患儿进

行准确,科学的评估#是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的重要因

素+

\;

选择素和
[;

选择素可以作为患者炎性反应,免疫系统

损伤和形成血栓的重要指标)

$

*

+在本次研究中#急诊危重症患

儿的血清
\;

选择素及
[;

选择素水平均高于健康儿童#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9"$

%+原因如下!

\;

选择素是参与炎性反应

的黏附因子)

2

*

#主要存在于人体内皮细胞中的血小板
'

颗粒和

X6I46D;

C

3D3N6

体内+

\;

选择素的功能是介导中性粒细胞和淋

巴细胞#在患者的活化内皮细胞和血小板上滚动#进而参与炎

性反应,凝血和血栓形成的过程中)

>

*

#增加了患儿的危险因素#

使得患儿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控制急诊危重症

患儿病情发展的重要环节是降低血清
\;

选择素水平#减少毛

细血管中血小板的聚集+此外#在患儿血管内皮细胞和白细胞

开始黏附阶段#

[;

选择素的功能为介导白细胞滞留和滚动#是

白细胞和内皮细胞接触的启动因子+血清
[;

选择素在患儿的

病程发展中#会扩大炎症损伤程度)

#;!"

*

+而且#

[;

选择素使得

激活的整合素
'

<

!

-

在滚动的中性粒细胞前沿聚集#捕获红细

胞和血小板#使得血管急性闭塞#造成血管损伤#大大提高患儿

的病死率+因此#降低血清
[;

选择素的水平#对减轻肺损伤具

有一定帮助#也为判断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是否出现呼吸系统衰

竭提供依据+而且#本次研究得出#不同
\*1Y

评分的
\;

选择

素,

[;

选择素水平均不同#

\*1Y

评分越低#患儿的
\;

选择素,

[;

选择素水平越高#即表明急诊危重症患儿的病情越重#患儿经

抢救后生存的概率越小+

综上所述#血清
\;

选择素及
[;

选择素对急诊危重症患儿

病情及生存状况具有重要影响+急诊危重症患儿的血清
\;

选

择素及
[;

选择素水平越高#患儿病情越严重#生存状况越差#

对患儿进行手术抢救的成功率越低#患儿病死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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