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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矽肺患者病变的预测价值$方法
!

对
#"/0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集的
,#

例矽肺患者采用速率法检测血清
W5T

水平!根据病情进展分期分为
$

期"

#7

例#%

%

期"

*#

例#%

&

期"

#/

例#

*

个亚

组!同时选择
"

-期接尘工人%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各
*"

例检测血清
W5T

和铜氧化酶活性!比较各组血清
W5T

%铜氧化酶

值$结果
!

矽肺
$

期%

%

期%

&

期血清
W5T

水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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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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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
W5T

显

著高于
$

期%

%

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

期患者
W5T

显著高于
$

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4

#$不同年龄组患

者
W5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矽肺组患者血清
W5T

为"

#,1#,\41/!

#

i

&

S

!显著高于
"

-期接尘工人)"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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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尘工人)"

/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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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体检者)"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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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

-期接尘工人血

清
W5T

显著高于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血清
W5T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矽肺患者铜氧化酶活性显著高于其他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结论
!

矽肺患者病变越

严重!血清
W5T

活性越高!检测矽肺患者血清
W5T

活性对判断病情进展和药物疗效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W6

乙酰
6

*

6)

氨基葡萄糖苷酶'

!

矽肺'

!

尘肺'

!

价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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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4#67!00

"

#"/4

#

"76/*//6"*

!!

尘肺是常见的职业性疾病#矽肺是尘肺中危害最严重-进

展最快的类型之一(

/6#

)

#它是指患者长期吸入含有游离微粒的

空气#引起肺组织以矽结节形成和弥漫性纤维化为特征的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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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矽肺的诊断和病情严重程度分期是以
Z

线

胸片为依据#检测血清铜氧化酶活性以观察是否存在肺部纤维

化#诊断手段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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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种存在于体内各组织细胞内的溶酶体水解酶#国内外已有研究

报道其在多种疾病时活性增高#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0

)

'但其

在矽肺患者中的应用研究较少#本研究对不同分期矽肺患者-

"

-期接尘工人-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血清
W5T

活性进

行检测#对其应用价值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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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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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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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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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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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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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例

矽肺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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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岁#平均$

0414\//1+

%岁#根

据职业病诊断组*尘肺
Z

线诊断标准+$

TY07"+6,+

%诊断分期

分为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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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期$

*#

例%-

&

期$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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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亚组'同时选

择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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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接尘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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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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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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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尘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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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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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为男性'

各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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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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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检测设备和调剂为
W5T

生化分析

仪及配套试剂盒$中外合资蓝波生物技术研究所%&基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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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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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葡萄糖苷$

TWV6W5T

%#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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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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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速率法#参数设置如下!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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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氧化酶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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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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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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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零#用
0*";L

波长比

色#根据铜氧化酶在一定温度和
N

&

值条件下#无色盐酸对苯

二胺被铜氧化酶氧化成紫色的半醌型游离基读取光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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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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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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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同时比较各组患者血清
W5T

和铜氧化

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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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V$$/*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I\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

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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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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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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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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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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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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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研究对象两两比

较时#检验水准
.

f"1"0

"

*f"1"/4

%'不同年龄组患者
W5T

比较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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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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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患者-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血清
W5T

水平比较

!

矽肺组患者血清
W5T

水平为$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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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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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尘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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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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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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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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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尘工人血清
W5T

水平显著高于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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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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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研究对象两两比较时#检验水准
.

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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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血清
W5T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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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矽肺患者-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

W5T

活性比较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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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研究对象血清
W5T

水平与铜氧化酶活性比较
!

矽

肺组血清
W5T

水平与铜氧化酶活性均高于
"

-期接尘工人-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

"

-期接尘工人均高于
"

期接尘工

人和健康体检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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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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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健康体检者血清
W5T

-铜氧化酶活性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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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患者血清
W5T

活性与铜氧化酶活性比较#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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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0 W5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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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氧化酶活性光密度值

矽肺组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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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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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体检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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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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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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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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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矽尘进入肺内后#绝大部分可以痰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但

如果人体所处环境中矽尘浓度过高或接触矽尘时间过长#大量

矽尘吸入肺内#超过机体的清除能力时#尘粒便会在肺内蓄

积(

+

)

'矽肺的发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究显示#多种细胞的

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参与了矽肺的发生过程'其中长期吸入结

晶型游离二氧化硅是发病的重要原因'二氧化硅长时间-大量

被吸入肺内后会引起细胞因子-自由基及效应细胞间的相互作

用#通过不同信号传导途径最终激活内转录因子#促进成纤维

细胞-细胞外胶原蛋白合成和胶原纤维聚合#促进肺纤维化进

程'尘细胞活化后释放的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在早期的肺损

伤中起主要作用'矽肺的形成不仅是二氧化硅本身理化特性

和巨噬细胞坏死作用的结果#机体自身免疫反应也在矽肺发病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467

)

'矽肺的发生始于矽尘对尘细胞生物

膜的破坏#而矽尘吸入肺内后尘细胞释放多种因子是发病的条

件#矽尘与肺泡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发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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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检测了不同分期矽肺患者-

"

-期接尘工人-

"

期接

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血清
W5T

水平#结果显示#矽肺组患者

血清
W5T

显著高于
"

-期接尘工人-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

者'

"

-期接尘工人血清
W5T

显著高于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

体检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而矽肺
$

期-

%

期-

&

期患者血清
W5T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随

着矽肺分期的升高#血清
W5T

水平也随之升高#并且与反应

肺部纤维化的指标血清铜氧化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说明矽肺

患者病变越严重#血清
W5T

水平越高#检测矽肺患者血清

W5T

水平对判断病情进展和药物疗效有一定的价值'

W5T

主要参与体内糖-氨基多糖分子内葡萄糖苷键-蛋白

及脂蛋白的水解'矽尘患者肺泡巨噬细胞吞噬了含二氧化硅

矽尘后#在其细胞毒性作用下#溶酶体发生破裂#激活的溶酶体

酶进入细胞质#致吞噬了矽尘的巨噬细胞崩解坏死释放出矽

尘#而重新游离到肺组织中的矽尘再次对其他肺泡巨噬细胞产

生毒性#致溶酶体破裂#吞噬了矽尘的巨噬细胞崩解坏死#如此

反复恶性循环(

/*

)

'而
W5T

作为一种溶酶体水解酶#则大量地

从细胞内释放并进入血液#导致血清
W5T

水平增高'而且病

情进展越快#

W5T

水平越高'本研究还发现#

"

-期接尘工人

W5T

水平显著高于
"

期接尘工人和健康体检者#说明检测

W5T

水平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

-期接尘工人肺部
Z

线尚未

达到矽尘诊断标准#但患者肺部已发生病理损害#因此
W5T

水平明显增高'

综上所述#血清
W5T

水平随着矽肺分期的升高而升高#

并且与反应肺部纤维化的指标血清铜氧化酶具有较高的一致

性#因此初步认为
W5T

对矽肺患者的病变具有一定的预测价

值#可作为矽肺病变进展及药物疗效的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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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剂量乙酰半胱氨酸对矽肺

患者血清中
%S6+

-

8W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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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肺功能的影响(

^

)

1

职业与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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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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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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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华#徐洪#袁瑗#等
1W6

乙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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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氨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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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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脯氨酸对肺成纤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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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解剖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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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军#张健杰#李冬红#等
1

大剂量乙酰半胱氨酸对矽肺

血清纤维化指标和
8

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

^

)

1

职业与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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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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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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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鼠矽肺纤维化转化

生长因子
6

*

/

和结缔组织生长因子表达的抑制(

^

)

1

中华

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7

#

#4

$

4

%!

*7"6*7!1

(

/*

)赵立双#魏中秋#杨方#等
1

活性氧在转化生长因子
6

*

/

促

肺成纤维细胞增殖和胶原合成中的作用(

^

)

1

中华劳动卫

生职业病杂志#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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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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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综合性护理干预对抑郁症合并帕金森病患者的影响分析

徐兴红/

!刘兴高#

!魏晓云/

%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1

护理部'

#1

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患者的影响分析$方法
!

选取
#"/*

年
4

月至
#"/0

年
//

月该院

收治的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患者
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的入院时间先后顺序随机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7

例!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行综合性护理!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以及治疗前后的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

&5')

#评分$结果
!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护理前!研

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
&5')

评分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
&5')

评分

均显著降低!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5')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1"0

#$结论
!

针对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行综合性护理!能够明显提升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

程度!优化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的生存质量!值得在临床医学实践过程中予以推广运用$

关键词"帕金森病'

!

抑郁症'

!

综合性护理'

!

临床效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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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4#67!00

"

#"/4

#

"76/*/*6"#

!!

帕金森病#也被称作震颤麻痹症#是神经医学科临床实践

过程中的常见疾病(

/

)

'帕金森病的高发人群为年龄在
+"

岁以

上的老年人(

#

)

'根据已经公开发布的临床医学研究报告#病程

持续时间在
0

年以上的帕金森病患者较易并发抑郁症#通常会

导致患者出现主观认知功能障碍以及机体运动功能障碍#给患

者的日常生活质量和整体健康水平造成显著的不良影响(

*6!

)

'

鉴于部分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患者在临床路径中曾展现过特

征明显的自杀倾向#使得及时采取系统有效措施缓解进而消除

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

)

'

#"/*

年
4

月至
#"/0

年
//

月本院收治了部分帕金森病合并抑

郁症患者并应用了综合性护理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4

月至
#"/0

年
//

月本院收治

的帕金森病合并抑郁症患者
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

满足*全国锥体外系疾病和神经障碍分类标准+中的帕金森病

和抑郁症临床诊断标准#同时排除患有严重的脏器慢性疾病患

者'按照患者的入院时间先后顺序随机将其等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每组
#7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1#\!1*

%岁#平均病程$

+1#\/1,

%年&研究组男
/4

例#女

/#

例#平均病程$

017\/1+

%年#平均年龄$

+71#\!1!

%岁'研

究组和对照组在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1"0

%#具有可比性'

$1/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饮食护理-日常生活行为

习惯护理以及用药指导%#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行综

合性护理#具体内容如下!$

/

%在患者入院接受治疗的初始时间

阶段#护士应当优先针对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以及临床症状表

现特征展开全面系统的调查评估以及文案记录#并配合主管医

生为患者实施相关的生理指标检查#充分了解和掌握患者实际

具备的生理基础和心理情绪状态表现特征#为后续治疗处置环

节的顺利开展创造支持和保障条件'要通过对患者疾病症状

发展路径以及既往用药经历的总结分析#为临床医师进一步治

疗环节的具体开展提供支持条件'$

#

%鉴于合并抑郁症的帕金

森病患者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具备少言寡语以及缺乏主观性

交流表达行为愿望的特征#护士应当积极主动增加与住院患者

开展交流沟通行为的频次和时长#并借助与患者实际开展的语

言性交流沟通行为#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

的心理情绪动态表现特征#为临床医师及时调整现有治疗处置

方案#确保预期治疗效果的顺利获取提供支持条件'护士在与

患者展开交流沟通过程中#要尽量全程保持温和亲切的态度#

善于包容患者的各类情绪宣泄行为#及时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

问题'$

*

%护士应当结合患者自身的兴趣取向#定期组织患者

开展唱歌跳舞-下象棋围棋以及欣赏电影等文体娱乐活动#提

升患者的情绪活跃程度'要结合患者的兴趣特征#为其适当安

排文体娱乐活动项目'$

!

%护士要组织患者开展多元化肢体运

动功能培养锻炼#重点关注患者的吞咽功能和语言表达功能的

锻炼状态和改善水平#并且在相关项目的开展过程中#积极遵

循基础性指导规范'$

0

%对患者实施周期性健康教育#帮助患

者实现对帕金森病以及抑郁症基本知识和治疗处置方法的清

晰认知#帮助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

$1'

!

观察指标
!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以及治疗前后的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5')

%评分'其中
&5')

的分值越小

表示患者的心理情绪状态就越好'

$1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71"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
I\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1"0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1$

!

两组患者的治疗后有效率比较
!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

率(

,#14+2

$

#!

"

#7

%)显著高于对照组(

!/1*,2

$

/#

"

#7

%)#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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