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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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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各种毒蛇咬伤患者尿常规的变化情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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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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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院治疗&何种蛇伤诊断明确的毒蛇咬伤患者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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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研究对象!入院后
!'A

内检测患者晨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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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同时使用显微镜镜检确诊!按蛇伤种类对检测结果作统计分析%结

果
!

-

种毒蛇咬伤均有部分患者不同程度地出现尿蛋白&尿红细胞和尿白细胞阳性!但以蝰蛇咬伤尿蛋白&尿红细胞和尿白细胞

阳性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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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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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
'

种蛇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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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蛋白和尿红细胞阳

性的严重程度亦以蝰蛇咬伤的患者最多!与其他
'

种蛇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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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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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毒蛇咬伤均可使部分

患者肾脏受损而出现尿常规变化!但以蝰蛇咬伤患者肾脏受损最重而使尿常规变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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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咬伤后由于蛇毒素的作用使得患者在实验室某些血

液指标方面发生变化#已有一些文献报道'

"5.

(

#但尿液指标是否

发生变化#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报道)为了解本地区不同种类毒

蛇咬伤患者尿常规的变化情况#笔者对
-

种毒蛇咬伤患者的尿

常规作了检测和观察#并将结果在各蛇种之间作出比较#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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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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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咬伤病例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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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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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院蛇伤专科住院治疗的患者#属于何种毒蛇咬伤诊断

明确者入选)近几年来本地区常见的毒蛇咬伤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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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本

文入选的患者有银环蛇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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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竹叶青蛇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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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眼镜

蛇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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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眼镜王蛇咬伤
"$

例*蝰蛇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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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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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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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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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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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L#'M".#"

&

岁)从毒蛇咬伤时算起#就诊时间最短
!-G9:

#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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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考

虑就诊时间太长可能导致某些检验指标出现极度异常#故就诊

时间超过
"!A

的患者未纳入本研究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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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与方法
!

患者入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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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留取晨尿$清晨第

一次尿&送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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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分析仪检测患者的尿
"%

项#同时

使用显微镜进行同一标本的尿沉渣镜检以确诊)临床观察证

明毒蛇咬伤患者尿液出现变化的指标主要有尿蛋白*尿红细胞

和尿白细胞#故本研究将这
.

项指标选为观察指标)检测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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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后#尿沉渣中的尿蛋白用磺基水杨酸法确定阴性和阳性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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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红细胞和尿白

细胞按尿显微镜分析报告方式定性与视野平均值结果对应关

系表确定阴性和阳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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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检测中#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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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的质控品对这些指标进行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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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本研究系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以例数$

,

&和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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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组间比较率的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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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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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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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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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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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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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毒蛇咬伤患者尿蛋白检出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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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毒蛇咬伤均有部

分患者不同程度地出现尿蛋白阳性#而蝰蛇咬伤阳性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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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其他
'

种蛇伤#这
'

种蛇伤的阳性检出率均

较低#相互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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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与蝰蛇

咬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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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蛋白阳性的严

重程度亦以蝰蛇咬伤的患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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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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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眼镜蛇咬伤外#银环蛇咬伤*竹叶青蛇咬伤和眼

镜王蛇咬伤与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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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毒蛇咬伤患者尿红细胞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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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毒蛇咬伤均有

部分患者不同程度地出现尿红细胞阳性#而蝰蛇咬伤阳性检出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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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高于其他
'

种蛇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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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蛇伤的阳性检出

率均较低#相互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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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

蝰蛇咬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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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红细胞阳

性的严重程度亦以蝰蛇咬伤的患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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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蛇伤与之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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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毒蛇咬伤患者尿白细胞检出率
!

-

种毒蛇咬伤均有

部分患者不同程度地出现尿白细胞阳性#而蝰蛇咬伤阳性检出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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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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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蛇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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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蛇伤的阳性检出

率均较低#相互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蝰蛇咬伤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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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是排泄废物和毒物的器官#被毒蛇咬伤后可引起患者

肾脏受损#因为有学者认为#蛇毒中有磷脂酶
+

能引起血管内

溶血#产生大量血红蛋白阻塞肾小管%蛇毒还可以直接损伤肾

小管上皮细胞#加速对肾脏的损害%蛇毒中含有活性的蛋白水

解酶#可凝固纤维蛋白原和损害血管壁引起严重出血*组织破

坏#同时释放出组织胺%组织胺和缓激肽都能引起血压剧降#导

致有效血容量减少#肾小管收缩#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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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

咬伤的实验室检查以血液指标报道较多#如王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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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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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蝮蛇咬伤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这些患者

的生化检查结果是血肌酐*尿素氮呈进行性上升#血肌酐平均

每日增加大于等于
''#!

*

G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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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钾增高大于
-#-GG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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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钠*二氧化碳结合力降低)彭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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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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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蛇伤患

者根据中毒程度不同分为轻*中*重
.

组#均进行血清肝功能*

肾功能*电解质检测#结果表明毒蛇咬伤患者除轻度中毒型的

总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尿素氮*肌酐*钾离子和钠离子

改变不大外#中度中毒型*重型中毒型这些指标均呈现异常升

高)毒蛇咬伤的实验室检查也散在报道了一些尿液指标的观

察#如陈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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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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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蝮蛇咬伤的老年女性尿液检查结果

为尿常规中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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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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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黄醇结合蛋白$

TN2

&

"$#!G

?

"

U

)钟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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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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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蝰蛇蛇伤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的就诊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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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查结果是尿常规均出现蛋白阳性和尿

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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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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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急性肾衰竭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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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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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为了

解本地区不同种类毒蛇咬伤后是否出现尿常规变化和变化程

度如何#所以对各种毒蛇咬伤患者的尿常规进行了检测和

观察)

从本研究结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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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毒蛇咬伤均有部分患者不同程度

地出现尿蛋白*尿红细胞和尿白细胞阳性#但以蝰蛇咬伤尿蛋

白*尿红细胞和尿白细胞阳性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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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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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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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相互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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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蛋白和

尿红细胞阳性的严重程度亦以蝰蛇咬伤的患者最多#与其他
'

种蛇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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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蝰蛇咬

伤尿蛋白和尿红细胞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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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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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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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蝰蛇咬伤的尿蛋白阳性和尿隐血阳性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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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低#这可能与病情轻重程度和就诊时间有关)

本院学者最近观察患者血液指标作了毒蛇咬伤治疗前后肾功

能变化规律的探讨#结果是蝰蛇咬伤患者肾功能变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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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患者入院时就有一部分患者已经肾功能受损#检测指标除

尿酸和
TN2

水平在治疗前各种毒蛇中比较没有明显变化外#

其余在各种毒蛇咬伤治疗前后各时段比较#其血清水平是蝰蛇

咬伤显著高于银环蛇*竹叶青蛇*眼镜蛇和眼镜王蛇咬伤#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故蝰蛇咬伤患者肾脏损害应该最为

严重)综合这些结果#表明
-

种毒蛇咬伤均可使部分患者肾脏

受损而出现尿常规变化#但以蝰蛇咬伤患者肾脏受损最重而使

尿常规变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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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道感染患者的胆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罗瑞香!李少增!朱
!

静!王海滨#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北京
"%%%'L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胆道感染患者胆汁病原菌的分布及其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

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胆道感染患者胆汁培养阳性的
!.6

株细菌分布及药敏结果采用
c(aW,7-#$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

!.6

株胆汁培养阳性的细菌中!革兰阴性菌
"'"

株占
-6#%\

!革兰阳性菌
L%

株占
..#-\

!真菌
"L

株占
&#-\

%革兰阴性菌

对碳氢酶烯类药物&加酶抑制剂&氟喹诺酮类&四代头孢类药物耐药率较低#革兰阳性菌主要为肠球菌!对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较

敏感!但已经出现了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真菌主要为白色念珠菌!未发现有对
-5

氟胞嘧啶&氟康唑等抗真菌药物耐药的菌株%

结论
!

致胆道感染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病原菌分布广泛!耐药情况较严重!在临床上!应根据患者胆汁药敏试验结果对抗

菌药物进行合理选择%

关键词"胆道感染#

!

病原菌#

!

耐药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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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

"

!%"$

$

"-5!&"%5%.

!!

胆道感染是临床外科常见的急腹症*多发病)根据相关研

究报道#若患者出现胆道感染#则极易引发脓毒血症等并发症)

同时由于临床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导致部分病原菌产生了较

强的耐药性#并且耐药性问题日趋严重'

"

(

)为探讨胆道感染患

者胆汁中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使用抗菌药物提供科

学合理的指导依据#本研究拟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胆道感染患者胆汁培养阳性的
!.6

株细菌分布及药敏结果

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确

诊为胆道感染患者胆汁培养分离出的
!.6

株细菌为研究对象#

每个患者只分析第一株菌株)

$#/

!

方法
!

将胆汁标本立即接种营养肉汤*哥伦比亚血平板

和中国兰#对所分离的菌株用法国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V9><[5!)8G

D

@0>

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根据
)UOR5!%"'

规定

的标准进行试验和结果判读)

$#'

!

质量控制
!

用标准菌株大肠埃希菌
+7))!-6!!

*铜绿假

单胞菌
+7))!&L-.

*金黄色葡萄球菌
+7))!-6!.

和粪肠球

菌
+7))!6!"!

)

$#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采用
c(aW,7-#$

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

/

!

结
!!

果

/#$

!

胆汁细菌培养病原菌分布构成比
!

!.6

株胆汁培养阳性

的细菌中#革兰阴性菌
"'"

株#占
-6#%\

%革兰阳性菌
L%

株#占

..#-\

%真菌
"L

株#占
&#-\

)其中革兰阴性菌以大肠埃希

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屎肠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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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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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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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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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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