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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泻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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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分析小儿腹泻的相关因素!证明小儿腹泻中非感染性因素占多数!以期引起重视!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方法
"

根据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小儿腹泻的发生情况!提出针对性治疗措施%结果
"

"

")

#

岁的小儿腹泻中!感染

性腹泻并非腹泻主要原因!占
#"/".

'

'

#

")

0

岁的小儿腹泻中!感染性腹泻占
0,/$.

%结论
"

非感染性腹泻是小儿腹泻的主

要因素!正确处置至关重要%

关键词"儿童'

"

腹泻'

"

非感染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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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大类'为了解小

儿腹泻发生原因#明确小儿腹泻中非感染性因素的作用#以期

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剂#作者对两所医院
)"+"

年
+

"

,

月

*!

例小儿腹泻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临床诊断的小儿腹泻
*!

例#其中
"

")

#

岁

!#

例#

'

#

")

0

岁
!+

例'症状表现轻重不等#大便三四次至

十余次&粪便性状多样#其中脓血便
)+

例#软稀便
0

例#水样便

-+

例#黏液便
0

例'腹泻伴腹痛*发热
#$

例#腹泻伴脱水
+0

例'

@/A

"

方法
"

*!

例小儿腹泻粪便标本直接涂片进行革兰染色

镜检'采用微生物学常规方法进行粪便细菌培养#目标菌包括

沙门菌*志贺菌*致病性大肠杆菌'粪便轮状病毒抗原检测采

用胶体金法$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以上实

验结果分析腹泻原因'

A

"

结
""

果

A/@

"

粪便标本直接涂片革兰染色
"

不同年龄组小儿腹泻分布

显示#感染性腹泻中#

"

")

#

岁
+"

例$

#"/#.

%#

'

#

")

0

岁

)#

例$

0,/$.

%'表明
"

")

#

岁小儿腹泻其感染因素并非主

要致病因素(

+

)

#而
'

#

")

0

岁小儿其感染性腹泻较多见'各

人群标本粪便中菌群比例各不相同#一般杆菌与球菌比例约

$-j)-

(

)

)

'但在
"

")

#

岁小儿粪便中#革兰阳性杆菌占

*".

"

,-.

#革兰阴性杆菌占
$.

"

+$.

#革兰阳性球菌占

"/-.

"

)/0.

#革兰阴性球菌
"/).

"

+/+.

'本次粪便标本

直接涂片有
+*

例显示球*杆菌比例失调#

0"

例小儿中革兰阴

性菌大于革兰阳性菌#呈现球*杆菌比例倒置'菌群失调临床

主要表现为腹泻*排便次数多#常见粪便性状多呈稀水样或黏

液性#偶有脓血便'

A/A

"

粪便微生物学检查
"

*!

例粪便标本中#

-+

例微生物学检

查阴性#

##

例呈现病原学检查阳性#阳性率
#,/).

'其中细菌

性腹泻
)$

例#构成比
*+/*.

#粪便细菌培养检出致病性大肠

埃希菌
0

例#志贺菌
+*

例#沙门菌
#

例#显示细菌感染性腹泻

中#志贺菌占优势#致病性大肠埃希菌次之'轮状病毒检测中#

0

例显示阳性#构成比
+*/).

'结果还显示#小儿腹泻中感染

性腹泻只占
#,/#.

#由菌群失调导致腹泻
+*

例#占
)+/!.

&非

感染性腹泻占
#,/#.

#小儿腹泻中非感染性腹泻占多数'

A/B

"

不同粪便性状实验室检查表现
"

不同病原体所致腹泻的

粪便性状是不同的#志贺菌感染小儿排出的是黏液*脓血便#显

微镜下可以看到大量的中性粒细胞和红细胞&轮状病毒感染的

小儿排出的是水样便或黏液便#显微镜下可见少量的白细胞&

沙门菌感染者排出的粪便呈脓血便或黏液便#显微镜下可以见

到数量不等的白细胞和红细胞'

B

"

讨
""

论

腹泻是小儿常见病和多发病#腹泻的原因分为感染性和非

感染性两大类'由于婴幼儿体内的各种器官尚未发育成熟#消

化酶和消化液分泌较少#婴幼儿生长发育较快#大量的营养物

质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

#

)

'临床表现为粪便呈稀水样便#有

酸味#患儿无体温升高#血常规检查白细胞无升高#粪便培养和

轮状病毒结果均呈阴性'本次实验结果显示#

"

")

#

岁小儿

腹泻以非感染性腹泻为主#占
0,/$.

$包括菌群失调所致腹

泻%#对于这类腹泻只要按其形成原因对症治疗#适当给予助消

化药物即可#无需使用抗菌剂'

感染性腹泻常见的病原体有志贺菌*沙门菌*致病性大肠

埃希菌*弧菌*病毒等(

!

)

#也有资料报道空肠弯曲菌可引起小儿

腹泻(

-

)

'对于感染性腹泻#可以通过接触史*喂养史以及实验

室检查#明确感染途径和病原进行治疗'感染性腹泻小儿可用

抗菌剂#常有细菌性肠炎的表现#如发热#腹泻#常有里急后重

状态#粪便有黏液或脓血便#大便有腥臭味'但是#在选用抗菌

剂之前#一定要作粪便常规检验及微生物学检查#根据培养结

果及药物敏感实验#在儿科医师指导下选用恰当的抗菌剂#且

疗程合理'

合理使用抗菌剂#保持肠道微生态平衡是预防和治疗小儿

腹泻的关键(

0

)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

*!

例小儿腹泻中
+*

例有

菌群失调表现#可能与过量使用抗菌剂有关#应引起医务人员*

家长的警惕和重视'标本涂片检查发现#球*杆菌比例变化#也

有助于对肠道菌群失调的诊断'当发生抗菌剂相关性菌群失

调时#可服用微生态制剂治疗#也可用健康小儿大便悬液灌肠

或用微生态制剂灌肠#但需在医师指导下#用正确的方法及恰

当的剂量#避免因灌肠方法不当造成小儿肠黏膜损伤#增加感

染概率'微生态制剂的使用应该遵从医嘱#不应盲目选用几种

微生态制剂'据临床观察#发生非感染性腹泻的原因很多#有

些微生态制剂不一定适应小儿的治疗#反而会加重症状'菌群

紊乱用健康小儿新鲜粪便悬液灌肠时#最好选用同龄小儿粪

便#以保证菌群相似度'

据报道#引起腹泻的病原菌已远远超过传统致病菌范畴#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连续
#

次的常规粪便培养只检测志贺菌和

沙门菌#已不能满足感染性腹泻诊断需要'应根据可疑致病菌

选用相应的选择性培养基与培养条件#如厌氧培养$如弯曲菌*

难辨梭杆菌*产气荚膜杆菌等%*含有抗菌剂的选择性培养基

$如弯曲菌%*碱性或含盐培养基$如霍乱弧菌及其他弧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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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内提出的冷增菌及碱化处理后双硫平板检测耶尔森菌等'

最好是患者服用抗菌剂前采样#采用多种特殊培养基在不同含

氧情况下培养#挑取多个菌落鉴定#是提高阳性培养结果的关

键'轮状病毒虽已能成功分离#但手续繁琐#条件要求高#检出

时间长#非一般实验室所能完成#所以#金标法较培养法简捷#

应作为小儿腹泻的常规筛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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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磺乙胺对部分生化检验项目干扰的相关研究

程涌江!李
"

丽!卢卫国!叶竟妍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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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酚磺乙胺对总胆固醇&肌酐&葡萄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尿酸检测结

果的干扰%方法
"

严格按照
'O&G

推荐的
UX$56)

干扰实验程序!设计配对差异实验和剂量实验!分析酚磺乙胺对以上
$

项指标

测定结果的干扰!以及干扰物浓度与干扰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
"

酚磺乙胺对总胆固醇&肌酐&葡萄糖&三酰甘油&尿酸的测定结

果有负干扰!产生干扰的最低有效剂量分别为
"/+

&

"/"#

&

"/+0

&

"/)

&

"/"#

C

#

O

'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无明

显干扰%结论
"

酚磺乙胺对部分临床化学检验结果有负干扰%

关键词"酚磺乙胺'

"

生物化学'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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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磺乙胺$止血敏%是临床常用的止血药#在日常工作中发

现患者使用酚磺乙胺后#肌酐$

'ZU6

%*三酰甘油$

(W

%等测定

结果会明显降低'为此#严格按照临床化学检验的干扰评价

$

'O&GUX$56)

%规则#将酚磺乙胺对总胆固醇 $

'%JO

%*

'ZU6

*葡萄糖$

WÒ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TO5'

%*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OTO5'

%*

(W

*尿酸$

6̀

%进行测定#现报道

如下(

+

)

'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分别收集本院各项目高浓度血清标本
+"

份#混合

后作为各项目的高值血清#各项目浓度标准如下!

'%JO0/!$

EE7?

"

O

#

'ZU6!!)

)

E7?

"

O

#

WÒ ++/"" EE7?

"

O

#

%TO5'

+/*"EE7?

"

O

#

OTO5'-/-"EE7?

"

O

#

(W-/0"EE7?

"

O

#

6̀

-""

)

E7?

"

O

'

@/A

"

仪器及试剂
"

J?

L

E

D

B36̀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JO5X6X

法试剂盒来源于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批号
","0++

&

'ZU6

酶耦联肌氨酸氧化酶法试剂盒来源于

日本
&9[23B2P9F2>@?'7/

#

O<F/

#批号
*"0ZGW

&

WÒ

$

WJT5XJT

法%试剂盒来源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

&

%TO5'

$匀相测定法%试剂盒来源于日本
&9[23B2

P9F2>@?'7

#

O<F

#批号
*"*ZON

&

OTO5'

$匀相测定法%试剂盒于

源于日本
&9[23B2P9F2>@?'7

#

O<F

#批号
*"-ZON

&

(W

$

WXJ5

X6X

法%试剂盒来源于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

&

6̀

$尿酸酶法%试剂盒来源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批号
)"",+)#)

'

@/B

"

药物
"

酚磺乙胺来自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0+*+

#浓度
"/-

C

"

)EO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酚磺乙

胺每日使用总量
"/-

"

+/-

C

#故实验中采用
"/#

C

"

O

为酚磺乙

胺的最高血药浓度(

)

)

'

@/C

"

方法

@/C/@

"

实验准备
"

对仪器检测各项目进行校准#每天进行质

控#观察检测方法的稳定性#得出批内精密度'按照
'O&G

推

荐的方法#根据各项目检测的批内精密度$

>

%#得出所测项目干

扰实验所需重复测定次数均为
#

次'

@/C/A

"

配对差异实验
"

将酚磺乙胺配成浓度
#

C

"

O

#分别取

各项目的高值血清
"/!-EO

#加入
#

C

"

O

的酚磺乙胺
"/"-EO

作为实验组&各项目的高值血清
"/!-EO

#加入
"/"-EO

蒸馏

水作为对照组'分别测定实验组和对照组各项目的浓度#每份

标本重复测定
#

次#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差值为干扰效应'

@/C/B

"

剂量实验
"

将酚磺乙胺配成以下
$

个浓度!

#

*

+/-

*

+

*

"/$-

*

"/#

*

"/+-

*

"/"#

C

"

O

#分别取各项目的高值血清
"/!-

EO

#加入各浓度的酚磺乙胺
"/"-EO

作为实验组#各项目的高

值血清
"/!-EO

加入
"/"-EO

蒸馏水作为对照组'分别测定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项目的浓度#每份标本重复测定
#

次#对照

组与实验组的差值为干扰效应'

@/D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X&&+$/"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配对

差异实验计算干扰效应的
,-.

可信区间#剂量实验对干扰效

应和酚磺乙胺浓度进行非线性回归'

A

"

结
""

果

A/@

"

配对差异实验
"

各项目配对差异实验结果见表
+

'根据

UX$56)

要求#

,-.

可信区间的下限超过最大允许误差即认为

有干扰#故可得出酚磺乙胺对
'%JO

*

'ZU6

*

WÒ

*

(W

*

6̀

测定有干扰#对
%TO5'

*

OTO5'

测定无干扰'

A/A

"

剂量实验
"

各项目剂量实验结果见表
)

'将酚磺乙胺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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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

(W

*

6̀

产生干扰的最低有效剂量分别为
"/+

*

"/"#

*

"/+0

*

"/)

*

"/"#

C

"

O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4<IO@8P9F

!

IB?

L

)"++

!

Q7?/#)

!

R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