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知调节(行为调节(感官情绪调节等方式对接受经鼻胃镜检

查的老年患者进行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焦虑程

度(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提高检查舒适度及耐受性#增加患

者对再次检查的接受度#在提高胃镜检查安全性及成功率的同

时#也有利于老年患者的诊治'

综上所述#规范化的护理指导#能显著缓解患者的焦虑心

理'护士做好充分(细致的检查前准备#术后与医生良好配合#

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和进行健康指导#可有效提高患者对检

查的耐受性#确保检查的顺利完成和缓解检查后的不适感)

/

*

'

因此#老年患者经鼻胃镜检查应由技术熟练的医师进行操作#

护士应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对患者进行合理(规范的护理指

导#确保检查的安全性#提高患者的耐受性(满意度和接受复检

的程度#使经鼻胃镜检查在老年患者中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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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患者红细胞参数变化及其临床意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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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和免疫学系!西安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银屑病患者红细胞参数的变化特点&方法
!

比较分析
/*

例不同类型银屑病确诊患者和体检健康者红细

胞参数检测结果&结果
!

银屑病患者红细胞计数"

GVI

%'血红蛋白浓度"

!P

%'红细胞比容"

!I2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标准差

"

GS 1̂NS

%低于健康者!平均红细胞体积"

XI#

%大于健康者"

E

$

)&),

%!平均血红蛋白含量"

XI!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

XI!I

%'

GS 1̂I#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红皮病型银屑病患者
!P

'

!I2

!脓疱型银屑病
!I2

水平低于寻常型银

屑病患者"

E

$

)&),

%!其他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结论
!

银屑病患者红细胞参数水平与存在异常改变!可通过

红细胞参数检测辅助诊断银屑病&

关键词"银屑病$

!

红细胞参数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0

文章编号"

$+(%1/',,

"

%)$+

%

$'1%),$1)%

!!

银屑病是一种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的慢性(炎症性(

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殖性皮肤病#可分为寻常型(红皮病型(脓

疱型(关节病型
'

种临床类型#发病原因可能包括遗传性因素(

细菌感染(精神因素(内分泌因素(代谢障碍等)

$

*

'目前#多数

血细胞分析仪可对红细胞$包括网织红细胞&同时进行十余种

参数检测#但部分参数尚未得到临床医生的关注'本研究分析

了不同临床类型银屑病患者红细胞参数检测结果#旨在探讨银

屑病患者红细胞参数的变化特征#为银屑病实验室检查(发病

机制及预后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病院

收治的银屑病患者
/*

例#包括寻常型
'/

例(红皮病型
*)

例(

脓疱型
$'

例#均符合.皮肤性病学/相关诊断和分型标准)

%

*

'

排除标准!合并主要脏器系统疾病#

%

周内曾服用皮质类固醇

激素(免疫抑制剂及细胞毒性药物'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纳

入对照组'各研究组受试对象年龄和性别分布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

&

)&),

&'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日本希森美康公司
Z̀1%$))

型全自

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试剂及其批号!

N2G]X02]F1

WNZG1RV

#

G')$,

%

N2G]X02]FWNZG1'SF

#

G')%*

%

IZFF1

"0Ih

#

H'$-/

%

GZ21NZ0G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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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

N2G]X02]F1

WNZG1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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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FR]FWNZ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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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G]X02]FWN1

ZG1'SN

#

0')%(

'

$&'

!

方法
!

患者于入院后(未接受治疗前#体检健康者于体检

时#以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管采集空腹静脉全血
%DF

#

%<

完成红细胞各参数检测'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NN$-&)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LU=

表示#银屑病组与对照组之间均数比较

采用非参数
X;551̂ <4957

@

1Y

秩和检验#不同类型银屑病组之

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PX7?IE45

!

J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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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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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

银屑病组红细胞参数中红细胞计数$

GVI

&(血红蛋白

$

!P

&(红细胞比容$

!I2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标准差

$

GS 1̂NS

&水平低于对照组#平均红细胞体积$

XI#

&大于对

照组$

E

$

)&),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XI!

&(平均红细

胞血红蛋白浓度$

XI!I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变异系数

$

GS 1̂I#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见表
$

'红皮

病型组
!P

(

!I2

水平#脓疱型组
!I2

水平低于寻常型组结

果$

E

$

)&),

&#其他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见

表
$

'

表
$

!!

各研究组间红细胞参数检测结果比较#

LU=

$

组别
- GVI

$

f$)

$%

"

F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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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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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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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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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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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组
/$ '&%'U)&'-

"

$*$&-/U$'&/+

"

')&)'U'&)(

"

/'&(,U+&*/

"

*$&-'U+&*/ *%/&)*U/&-$ '(&$(U,&($

"

$,&%'U$%&,$

!

寻常型组
'/ '&*%U)&',

"

$*,&+)U$$&-, '$&)(U*&'+ /,&()U+&))

"

*%&-(U-&'* **)&*,U+&(% '(&$+U+&))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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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病型组
*) '&$$U)&,)

"

$%,&(/U$+&*+

")

*-&/-U'&%/

")

/'&(/U+&,+

"

*)&-'U%&*+ *%,&'$U$$&+(

"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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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疱型组
$' '&$)U)&'/

"

$%,&/$U%)&)%

"

*-&%)U'&-*

")

/%&*-U+&-) *)&+*U%&'* **$&,)U$'&*( '+&%(U'&+%

"

$*&((U)&-(

对照组
%' '&+-U)&') $'$&,)U$*&$- '%&,*U*&*- /$&)*U'&*+ *%&(+U$%&))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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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相比#

"

E

$

)&),

%与寻常型组相比#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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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各类型银屑病患者
GVI

水平低于健康

者$

E

$

)&),

&#但不同类型银屑病患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

&

)&),

&#银屑病患者整体及红皮病型(脓疱型银屑病患

者
!P

(

!I2

水平低于健康者$

E

$

)&),

&#但寻常型银屑病患

者
!P

水平与健康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红皮

病型银屑病患者
!P

(

!I2

水平#脓疱型银屑病患者
!I2

水

平低于寻常型银屑病患者$

E

$

)&),

&'银屑病患者
!P

(

!I2

水平降低可能与慢性炎症引起的消耗增加和营养不良导致低

蛋白血症有关)

*

*

#其中全身大面积剥脱性皮炎使红皮病型银屑

病患者
!P

水平降低更明显'姚树兰等)

$

*的研究显示#对红皮

病型银屑病患者采用加强支持疗法#积极纠正低蛋白血症#可

提高治疗的有效率#说明
!P

(

!I2

水平降低与全身营养状况

密切相关'

本研究证实#红细胞体积与免疫系统紊乱引起的疾病也有

重要的相关性'不同类型银屑病患者间
XI!

(

XI!I

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与周振兴等)

*

*的研究结果一

致#但银屑病患者
GS 1̂NS

水平高于健康者$

E

$

)&),

&'红细

胞体积分布宽度$

GS^

&在不同类型贫血的鉴别诊断方面应用

广泛)

'1,

*

#另有研究证实
GS^

可作为炎性指标反映炎性反应

程度及预后判断)

+1-

*

#也可作为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独立影

响因素用于预后判断)

/1$)

*

'本研究得到的结论扩展了
GS^

的临床应用范围#即可用于银屑病的诊断#但本研究仅在时间

横断面上分析了银屑病患者红细胞参数的变化#关于其在银屑

病患者病情动态观察及预后判断中的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研

究'马俐等)

$$

*研究显示#

GS^

检测易受环境温度及标本保存

时间的影响#且现阶段室内质量控制及室间质评不包含
GS^

相关参数#因此临床大范围应用该指标需加强室内质量控制及

室间质量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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