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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腮腺炎并发胰腺炎的血清学早期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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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感染引起的小儿常见的呼吸

道传染病#其本身并非重症#但可引起脑膜炎(胰腺炎(睾丸炎(

卵巢炎等#其中胰腺炎并发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如不及时诊

断#一旦发生#它将成为急性腮腺炎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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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临床上一般通过检测单一的血清淀粉酶来评估病情#但单一

的检测血清淀粉酶在特异性和敏感性上无法满足临床诊断#容

易造成漏诊'因此#现将通过检测患者血清脂肪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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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酶#通过淀粉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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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比较两者的特异性和

敏感性#以探求一种更有临床价值的血清学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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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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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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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年至
%#00

年入该院治疗的
9%

例均

符合胰腺炎诊断标准的患儿$检测组%进行研究#全部病例有两

侧腮腺或颌下腺肿痛史#入院查体单侧或双侧腮腺以耳垂为中

心弥漫性肿大#均有发热(呕吐(腹痛#出现持续性中上腹痛#心

肺听诊均未闻及明显异常#腹软#肝脾肋下均未触及#无腹水#

腹痛部位以中上腹部为主#且局部有压痛#神经系统病理反射

呈阴性'结合临床与影像学可诊断为1流行性腮腺炎伴胰腺

炎2#且排除了其他原因引起的胰腺炎'男女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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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有流行性腮腺炎接触史'另选取同期住

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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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单纯腮腺炎患者组#

$#

例单纯性胰腺炎患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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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在年龄(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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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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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样本!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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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入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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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空腹抽取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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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化试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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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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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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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检测!采用日本奥林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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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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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清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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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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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测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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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用

,,[,002#

软件进行处理#比较两种指标在诊断中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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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经检测所得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单纯性腮腺炎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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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没有明显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单纯性胰腺炎

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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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在敏感性和特异性上与流行性腮

腺炎并发急性胰腺炎没有明显区别'但是单纯性胰腺炎组升

高较快#流行性腮腺炎并发急性胰腺炎组两个生化指标在腮腺

炎期呈缓慢升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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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检测都有助于

流行性腮腺炎并发急性胰腺炎的早期诊断#血清脂肪酶较胰

淀粉酶(淀粉酶比值有更高的临床价值#对早期诊断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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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病例组中的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敏感性$

1

% 特异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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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性胰腺炎组
3$20 3:28

单纯性腮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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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腮腺炎并发急性胰腺炎组
3:2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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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病例组中的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敏感性$

1

% 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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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性胰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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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性腮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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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腮腺炎并发急性胰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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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腮腺炎病毒属副黏病毒科#具有泛嗜性'流行性腮

腺炎患儿因腮腺导管阻塞#使唾液淀粉酶不能正常排出#经淋

巴管进入血液使血尿淀粉酶升高#与腮腺肿大的程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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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单纯性腮腺炎血清淀粉酶为轻度升高#且患者多无剧烈腹

痛#大多数腹痛消失快#但并发胰腺炎时#血清学指标将发生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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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检测组
9%

例病例中在明确诊断之前均出

现腮腺肿大(呕吐(中上腹持续疼痛且较剧烈#并不随腮腺的肿

痛及肿大的消退而减轻#且血尿淀粉酶及脂肪酶明显升高#临

床上已排除了其他胃肠道的疾病#通过实验室及放射医学的辅

助检查可明确诊断为腮腺炎合并胰腺炎'在早期诊断方法中#

不同的检测指标在特异性和敏感性上各有差异#导致在诊断上

可能出现假阴性易造成漏诊'本研究中发现#血清脂肪酶对腮

腺炎并发胰腺炎的诊断特异性及敏感性均优于胰淀粉酶和淀

粉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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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而且还发现检测组的患者血清淀粉

酶及脂肪酶均高出正常值的
9

倍以上#这个结论与文献报道的

未合并胰腺炎的腮腺炎血清淀粉酶升高一般不高于正常的
%

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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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单纯性腮腺炎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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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值没有明显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单纯性胰腺炎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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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在敏感性和特异性上与流行性腮腺炎并发急性

胰腺炎没有明显区别#但是单纯性胰腺炎组升高较急剧#流行性

腮腺炎并发急性胰腺炎组两个生化指标在腮腺炎期呈缓慢升

高'故对流行性腮腺炎患儿伴发热(呕吐(中上腹持续疼痛且较

剧烈#并且生化检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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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呈逐渐升高时#

应警惕并发急性胰腺炎的可能性#避免拖延了病程的最佳治疗

期#也不能单纯依据血清淀粉酶或胰淀粉酶的测定值来诊断是

否合并急性胰腺炎#要结合脂肪酶的检测结果#并参考胰腺彩

超(

(<

等协助检查#进行动态观察以利早期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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