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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结石患者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的测定与意义*

周吾溪1,陈 奎1,王海荣1,戚剑烽1,魏 波2,李超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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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通过检测肾结石患者血清中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探讨褪黑素及其代谢产

物在肾结石形成过程中的意义。方法 选取2018年5-10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就诊的肾结石患者32例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期来该院体检合格的健康者30例为对照组,应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LISA)法检测肾结石患者血清中褪黑素水平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并与对照组比较,分析2组

间褪黑素及其代谢产物的水平差异。结果 研究组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分别为(50.35±
5.62)、(41.23±4.14)pg/mL,对 照 组 血 清 褪 黑 素 及 尿 液6-羟 基 硫 酸 褪 黑 素 水 平 分 别 为(59.23±6.13)、
(47.26±5.35)pg/mL,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肾结石患者体内低水平褪黑素可能

是肾结石形成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肾结石; 褪黑素; 氧化应激; 炎症; 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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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虽然近年

来随着微创手术设备的更新及新技术的引入,临床治

疗肾结石技术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肾结石的形成机制

至今仍未明确,临床缺少全面预防肾结石形成的有效

措施,间接导致了术后肾结石的高复发率。因此,尽
快阐明肾结石的发病机制是泌尿外科工作者急需解

决的问题。目前,氧化应激-炎性反应-自噬-肾小管上

皮细胞损伤体系成为研究肾结石发病机制的热点[1]。
最近有研究发现,褪黑素与肾结石的形成密切相

关[2]。褪黑素是目前已知的最为强效的氧自由基清

除剂,在抑制或调节体内氧化应激、炎性反应、细胞自

噬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4]。既然肾结石与氧化应

激、炎性反应及细胞自噬关系密切,而褪黑素又具有

抗氧化应激、抗炎、抑制自噬等作用,为了明确肾结石

患者体内褪黑素水平与健康者体内有无区别,肾结石

的形成与褪黑素之间的联系,笔者研究了肾结石患者

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以期了解

褪黑素及其代谢产物与肾结石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5-10月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的32例经

腹部CT证实为肾结石的患者为研究组,且均符合以

下纳入标准:(1)无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及糖尿病;(2)
无急慢性炎症疾病;(3)入院前未服用褪黑素;(4)近
期未服用免疫抑制剂、抗菌药物等;(5)非孕妇及哺乳

期;(6)无烟酒等不良嗜好。其中左肾结石15例,右
肾结石17例;男16例,女16例;年龄23~41岁,平均

(30.12±2.35)岁。另选取同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合格的健康者30例为对照

组,其中男15例,女15例;年龄22~38岁,平均

(30.52±1.36)岁。2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均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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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
1.2 采集方法 血液标本采集时间均为患者就诊当

日上午8:30,从肘正中采集5
 

mL静脉血后立即4
 

℃
 

3
 

000
 

r/min离心15
 

min,提取上清置于-80
 

℃保存

备用,尿液标本均为晨尿,与血液标本同时收集,采集

后置于-80
 

℃保存备用。
1.3 标本测定 取标本,室温下解冻后4

 

℃
 

13
 

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100
 

μL,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ELISA)检测标本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
基硫酸褪黑素水平,所有标本均在同一天进行检测。
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ELISA试剂盒

分别购自武汉华美生物技术公司及IBL
 

GMBH 公

司,所有操作均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等计

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研究组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

平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表1  2组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

   水平测定结果(x±s,pg/mL)

指标 n 血清褪黑素 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

研究组 32 50.35±5.62 41.23±4.14

对照组 30 59.23±6.13 47.26±5.35

t 3.37 2.79

P <0.05 <0.05

3 讨  论

研究认为,肾结石形成过程大致分为4步:晶体

的附着、聚集、成核和成长。即在尿液过饱和的环境

下,晶体黏附于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上,然后尿液

中新的结晶再聚集于最先黏附在受损细胞膜表面的

晶体上,发生异质成核或同质成核,晶体逐渐生长,最
终形成结石。因此,作为肾结石形成的第1站,晶体

黏附于细胞膜表面显得尤为重要,而晶体黏附于细胞

膜表面的首要条件是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5]。
晶体与肾小管上皮细胞接触可发生氧化应激反

应,然后产生氧自由基,氧自由基通过催化肾小管上

皮细胞膜表面的氨基磷脂移位酶,该酶被催化后可以

使肾小管上皮细胞膜表面的磷脂胆碱发生外翻,受损

细胞膜表面磷脂选择性减弱,而肾小管上皮细胞膜与

尿液中晶体的黏附性增强,为晶体进一步聚集、成核

甚至生长提供了可能[6]。
晶体与肾小管上皮细胞接触发生的炎性反应亦

可导致细胞损伤,继而激活细胞内还原型烟酰胺腺嘌

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促使氧自由基大量生成及释

放,氧自由基可以迅速激活受损细胞内的核苷酸结合

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及核因子-κB通路[7],继
而产生及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炎症因子在肾脏内形

成级联放大效应,进一步加重肾小管上皮细胞的损

伤,为尿液中的晶体提供更多膜表面结合位点,为肾

结石的形成创造有利条件。
晶体与肾小管上皮细胞接触发生的自噬反应亦

可导致细胞损伤,提示细胞自噬的激活系晶胞反应中

氧化应激和炎症介导发生。最新研究表明,草酸钙刺

激肾小管上皮细胞产生的活性氧族可介导肾小管上

皮细胞自噬过度激活,继而加剧细胞炎症因子的释

放,最终加重肾脏损伤,增加肾内成石风险,而使用自

噬抑制剂不仅能有效降低肾小管上皮细胞自噬水平,
还可减轻肾脏损伤,降低肾脏成石风险[8]。

褪黑素主要由松果体、视网膜及皮肤产生,其亦

广泛存在于人体的许多组织内,如肾脏、肾上腺、血小

板、内皮细胞等[9]。褪黑素的分泌具有昼夜节律性,
夜间较日间分泌多,夜间2:00至4:00分泌达最高

峰,中午分泌量至最低[10]。褪黑素具有脂溶性,在微

粒体羟化酶的作用下生成6-羟基褪黑素,硫酸根再与

6-羟基褪黑素结合形成6-羟基硫酸褪黑素,最后经尿

液排出[11]。现已发现褪黑素在抑制或调节体内的氧

化应激、炎症、细胞自噬等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3-4]。
  

本研究留取标本的时间均为患者就诊当日上午

8:30,排除了褪黑素分泌昼夜节律性的影响,结果显

示,肾结石患者血清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

水平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推
测肾结石患者体内血清褪黑素水平较健康者低,相应

的体内代谢产物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亦较健

康者低,导致肾脏细胞缺少褪黑素保护,尿液中的晶

体与肾小管上皮细胞相对健康者更容易发生氧化应

激、炎性反应、细胞自噬等反应,继而介导肾脏细胞损

伤,利于肾脏内结石形成。因此,笔者认为肾结石患

者体内低水平的褪黑素可能是肾结石形成的危险

因素。
褪黑素可以通过作用于氧化应激、炎性反应、细

胞自噬等机制来阻碍肾结石形成,但褪黑素是否还可

以通过其他作用机制来防止肾结石的发生,监测血清

褪黑素及尿液6-羟基硫酸褪黑素水平是否能成为预

测肾结石发生的新临床指标,针对褪黑素进行有效干

预是否能成为预防肾结石新的靶点。由于本研究的局

限性,以上疑问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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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式重点护理质控项目表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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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兴医院:1.神经外科;2
 

口腔科,陕西西安
 

710016

  摘 要:目的 探讨指引式重点护理质控项目表对神经外科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7年1-12
月该院80例神经外科患者作为对照组,仅实施常规的护理管理;选择2018年1-12月该院80例神经外科患者

作为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指引式重点护理质控项目表。比较2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不良事件发

生率、护士质控行为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研究组护理文书书写、重点病情观察、按时完成工作、常规工作

和核心制度落实评分高于对照组(P<0.001),研究组的护理质量总评分也高于对照组(P<0.001)。研究组共

出现3例不良事件,不良事件总发生率为3.75%,其中1例非计划性拔管,1例误吸,1例医源性感染;对照组出

现12例不良事件,不良事件总发生率为15.00%,其中3例非计划性拔管,3例误吸,1例坠床,1例消化道出血,
1例皮肤损伤,3例医院性感染。研究组护士质控意识、质控知识认知、质控管理意向、质控积极性等质控行为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01)。研究组患者不良事件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护理总满意度

为95.00%,高于对照组的80.00%(P<0.05)。结论 指引式重点护理质控项目表可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及护

士质控行为,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在神经外科护理管理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指引式重点护理质控项目表; 神经外科; 护理质量; 质控行为; 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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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外科多为急危重症,病情变化快,一旦出现

护理缺陷不仅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增加患者的痛苦,
甚至会造成医疗纠纷,因此,护理质控管理作为护理

工作的核心内容一直是神经外科护理管理中的研究

重点[1-2]。目前,护理质量控制管理的主要模式为以

护士长、护理组长、责任护士组成的分级护理管理模

式,该模式由于缺乏当天护理重点工作的质控指引,
容易产生遗漏和护理工作不全面等问题,不利于护理

质量的提升[3]。指引式重点护理质控项目表罗列了

护理当天的重点质控项目,可帮助责任护士快速自查

和全面控制,护理组长和护士长护理管理的质控以该

表为指引,避免了遗漏,利于护理质量和效率的提

升[4]。本文主要探讨指引式重点护理质控项目表对

神经外科护理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1-12月本院80例神

经外科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47例,女33例;年龄

28~83岁,平均(48.62±3.48)岁;病程5个月至4
年,平均(1.82±0.76)年。选择2018年1-12月本

院80例神经外科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男45例,女
35例,年龄26~81岁,平均(47.47±3.56)岁;病程6
个月至3年,平均(1.76±0.82)年。2组患者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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