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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微量元素锌与轮状病毒"

V[

#感染性腹泻的相关性%方法
!

用原子吸分光光度法测定
$C>A

例
$

岁以下

轮状病毒感染婴幼儿和健康对照组婴幼儿全血中锌的含量%结果
!

轮状病毒感染组血锌含量"

:#<!"̀ !:<"!

#

#

MD1

(

X

!健康对照

组血锌含量"

>7<:C̀ !:<A$

#

#

MD1

(

X

!轮状病毒感染明显低于未感染者!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轮状病毒感

染时!幼儿血锌存在一定的失衡!是导致
V[

感染全身扩散的诱发因素之一!因此需要及时补充和调理微量元素锌!对疾病的治疗

和恢复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腹泻&

!

轮状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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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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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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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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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

5DH0F254)

#

V[

%是婴幼儿重症腹泻的主要病原

体#是造成小儿营养不良(生长发育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腹泻

期间常导致锌缺乏#机体缺锌可削弱免疫机制#降低抵抗力#使

机体易受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感染)

!

*

'本文旨在分析轮状病毒

肠炎与锌的关系近年来#现对在本院儿科门诊确诊轮状病毒感

染腹泻的
$C>A

例患儿进行分析并做以下报道'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腹泻组!

$""A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门

诊就诊的
>

个月至
#

岁的轮状病毒肠炎患儿
$C>A

例#其确诊

依据为
!==C

年全国腹泻病防治学术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制定的

/中国腹泻病诊断治疗方案0

)

$

*

#就诊时发病
!

$

$;

#大便性质

为糊便(粘糊便(稀水便或蛋花汤样便#镜检有脂肪球#很少有

白细胞及大便轮状病毒检测#诊断为轮状病毒肠炎患儿&健康

组!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C>A

例#近
!

个月内无上呼吸道感染(

腹泻等疾病'腹泻组及对照组均按照年龄从
>

个月至
!

岁(

!

$

$

(

$

$

#

岁分段记录'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方法

?<@<?

!

采取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患儿(健康体检儿童无名指

血
7"

#

X

#放入装有
!MX

全血稀释剂的聚乙烯塑料管中进行

血锌检测'

?<@<@

!

血锌的测定方法
!

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北京博

晖全血多元素分析仪#型号
,%:!""'

"

6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

进行检测'测定吸光度#得到锌$

h@

%的含量'

?<@<A

!

异常值测定
!

锌含量小于正常参考值下限或大于正常

参考值上限者为异常'正常参考值!锌$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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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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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患儿血锌值与同龄健康儿童相比明

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证实
V[

肠炎存在血

锌低下'对照组血锌含量$

>7<:C`!:<A$

%

#

M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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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腹泻患儿

血锌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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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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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C>A

例腹泻患儿中
!AC!

例缺锌#占
>$<!$Q

#健康组
$C>A

例缺锌
AC$

例#占
$A<$AQ

#

腹泻组和对照组两组病例#儿童年龄比较#经统计处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对照组#腹泻组血锌含量$

A 4̀

&

#

MD1

'

X

%

组别 测定例数 锌$

#

MD1

"

X

% 缺锌例数 缺锌率$

Q

%

健康组
$CCA >7<:C̀ !:<A$ AC$ $A<$A

腹泻组
$C>A :#<!"̀ !:<"! !AC! >$<!$

A

!

讨
!!

论

本资料显示#婴幼儿轮状病毒感染时低锌#婴幼儿
VDH0B

F254)

感染组全血锌的含量明显低于婴幼儿对照组$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轮状病毒是一种呼吸道病毒#是秋冬季节

引起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之一#一般通过口
T

粪传播#潜伏

期
$

$

7;

'轮状病毒感染尤其以蛋花汤样稀便的阳性率最

高#达
A=<$Q

)

#

*

'多见于
>

$

$7

个月婴幼儿#常并发脱水(酸中

毒及电解质紊乱#严重者可导致死亡'机体防御功能差是婴幼

儿易发生轮状病毒感染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认为锌与婴幼儿

免疫系统的的发育关系密切)

7

*

'

锌是人机体维持生理功能和正常代谢的必需微量元素#对

人体健康及生长发育有着重要的生物学作用'锌元素在体内

参与多种酶及
-]+

的合成#锌缺乏可引起食欲减退(免疫功

能减低(成生长发育迟缓(影响智力发育)

:

*

'缺锌将导致各种

酶类水平下降以及小肠黏膜增生和角化不全#以致病毒侵犯#

组织损伤&肠道中乳糜微粒的外膜由类脂蛋白质复合物所构

成#缺锌后#外膜合成障碍#而使脂肪吸收不良#引起腹泻'因

此#有学者认为!缺锌是腹泻的易感原因之一)

>

*

'同时#腹泻时

由于小肠绒毛受损引起双糖酶缺乏#尤其乳糖酶受累#尤其乳

糖酶最易受累#可使小肠形成一种渗透性腹泻#妨碍或减少营

养素的吸收#引起锌缺乏)

A

*

'而腹泻时小肠对锌的吸收不良和

丢失增多亦可导致血锌的下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腹泻

迁延不愈'另外#锌与腹泻的相关性提示#缺锌可导致儿童对

腹泻易感性的增加'

锌与儿童生长和健康的关系早已受到关注'最近一系列

研究相继证实#锌缺乏与儿童腹泻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C

*

'轮

状病毒肠炎患儿血锌降低可能与饮食摄入减少(小肠吸收不良

和胃肠道丢失增多等因素有关'近年国内多项研究结果提示#

轮状病毒肠炎患儿的血锌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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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腹泻组各年龄段血锌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与同

期同年龄段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儿童年龄(性别比

较#经统计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从文献和本资料结果看#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

患确实锌缺乏#与同期健康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

此#建议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有必要做血锌测定#指导临床治

疗#提高疗效#患儿早日康复#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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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健康体检者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与身体质量指数的关系!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对
A"$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
,

超和血尿酸检查$测量身体质量指数及血压!将检查结果分为肥胖组和非肥胖组进行比较%结果
!

体

质肥胖组高尿酸血症$高血压和脂肪肝的发病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体质肥胖者高尿酸血症$

高血压和脂肪肝发病率较高!应加强可控危险因素的干预%

关键词"高尿酸血症&

!

高血压&

!

脂肪肝&

!

体质量指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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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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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A#B7!#"

"

$"!$

#

"7B":"#B"$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原发性高血

压$以下简称高血压%(高尿酸血症(脂肪肝等明显增加'为了

探讨高尿酸血症(高血压和脂肪肝与身体质量指数相关性#旨

在为临床预防提供参考依据#对年度
A"$

例健康体检者检查结

果进行整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
A"$

例来源于本院对当地公务员(事业

单位和老干局等单位体检#年龄
$!

$

C:

岁#其中男
:C7

例#平

均年龄
:><#

岁#女
!!C

例#平均年龄
::<C

岁&检查确诊为肥胖

者
$>"

例$男
$#=

例#女
$!

例%#非肥胖者
77$

例$男
#7:

例#女

=A

例%&并将观察对象分为
#

个年龄段组#

(

7"

岁
$!"

例(

'

7"

$(

>"

岁
##$

例(

'

>"

岁
!>"

例'本组病例男性与女性在年

龄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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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
!

血尿酸检查#清晨空腹抽取血标本#试剂由中

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用
6,+B7".V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测定结果&体质量测量前要求受检者排空大小便(脱

鞋和外衣&身高测量时要求脱鞋&血压测量时取坐位#用台式水

银血压计测量右上肢肱动脉血压
#

次取平均值&脂肪肝采用美

国通用
aZXba*j:YVb

彩色
,

超诊断仪#探头频率
#<C

&%U

#清晨空腹取仰卧位检查'

?<A

!

诊断标准
!

高尿酸血症的诊断#男性血尿酸大于
77"

#

MD1

"

X

#女性血尿酸大于
#>"

#

MD1

"

X

#被称为高尿酸血症)

!

*

&

中国卫生部和/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0将血压值大于或等于

!7"

"

="MM%

J

$

!MM%

J

g"<!##SY0

%定为高血压#脂肪肝的

诊断依据超声诊断学的标准)

$

*确诊&肥胖的诊断#依据身体质

量指数$

,&*

%

g

体质量$

S

J

%")身高$

M

%*

$ 和按
d%b

发布的

成人
,&*

分级标准将
,&*

)

$:

定为肥胖$含超重#以下相

同%'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软件
'Y''!"<"

进行资料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A"$

例体检者中肥胖(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检

出率分别为!

#A<"Q

(

!=<=Q

(

#:<#Q

(

$=<#Q

'

(

7"

岁(

'

7"

$(

>"

岁和大于
>"

岁
#

个年龄段组人群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7Q

(

7:<!Q

和
$A<:Q

#

'

7"

$(

>"

岁年龄段肥胖发病率最

高#与其他两个年龄段相比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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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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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组与非肥胖组人群高尿酸血症#高血压#

!!!

脂肪肝检查结果比较(

'

$

Q

%)

组别 例数$

'

% 高尿酸血症例数 高血压例数 脂肪肝例数

肥胖组
$>" A>

$

$=<$

%

!$>

$

7C<:

%

!#>

$

:$<#

%

非肥胖组
77$ >7

$

!7<:

%

!$$

$

$A<>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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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 $$<# #!<$ !":<"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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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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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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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组人群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发病率均高于与

非肥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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