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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螫伤对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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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检验科!陕西汉中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蜂螫伤患者的白细胞计数"

ZGE

$及中性粒细胞比值"

Y!S3

$的变化%方法
!

根据螫伤针数及就诊时间

不同!分析
2'-

例蜂螫伤患者
ZGE

及
Y!S3

!与健康人群比较%结果
!

蜂螫伤患者
ZGE

及
Y!S3

的变化较健康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

$%螫伤针数在
+(

针以上与
2

针以下的患者!其
ZGE

及
Y!S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螫伤后
2@

内就

诊的患者
ZGE

与其他时间就诊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蜂螫伤后
ZGE

及
Y!S3

会明显升高!且与螫

伤针数及就医时间密切相关%

关键词"蜂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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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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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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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螫伤是许多地方每年夏秋季节较常见的急诊病例#蜂

螫伤后引起机体过敏反应"以血液系统改变最早出现)

'

*

"严重

者甚至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如急性肾损伤)

+

*

#因此"蜂螫伤后

若处置不当"会造成病情延误"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死亡#本研

究收集了本院
+(''

年
)

月至今收治的所有蜂螫伤病例"分析

了其白细胞计数%

ZGE

'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Y!S3

'的变化

情况"以期为临床及时合理有效治疗蜂螫伤提供帮助#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
,

月至今收治的蜂螫伤患者"共

2'-

例"男
')4

例"女性
'-'

例"其中死亡
'(

例"平均%

-(/'T

'-/4+

'岁#其中螫伤针数为
'

针且住院治疗的患者有
25

例#

纳入标准!有明显螫伤病史"患者或家属自述螫伤时间"螫伤部

位"且可见明显螫伤伤痕"临床资料完整#健康对照组选取
-(

例健康入职体检人群#根据螫伤针数及就诊时间"将
2'-

例患

者分为
9

"

!

组"见表
'

#

?/@

!

方法
!

蜂螫伤患者入院时采集健康侧静脉外周血
'/-

"

+/(#V

"健康对照组体检时采集标本"采用
G=0R#$8V[*-(

血液分析仪及其原装试剂检测
ZGE

及
Y!S3

#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Ĥ HH'5/(

软件进行随机区组设计的

方差分析和
H

D

=$>#$8

等级相关分析"试验数据以
IT=

表示"

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25

例螫伤针数为
'

针的患者"在螫伤后各个时间段"其

ZGE

及
Y!S3

升高明显"与健康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B

$

(/(-

'"见表
+

#

将患者按螫伤针数分为
9

"

!

组"各组患者在不同就诊时

间
ZGE

均升高明显"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4

"

5@

内
E

(

X

(

!

组
ZGE

明显高于螫伤后
'

"

2@

各组

%

B

$

(/(-

'&

X

组及
!

组就诊时间在
'(@

以上"

ZGE

维持较高

水平"均高于与其他各个时间%

B

$

(/(-

'#

H

D

=$>#$8

等级相关

分析得知"

ZGE

与螫伤针数之间存在明显的剂量
"

效应正相关

关系 %

<](/)*)

"

B

$

(/('

'"见表
2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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螫伤针数及就诊时间分组$

'

%

组别
'

"

2@ 4

"

5@ '(@

以上

9

组%

'

"

2

针'

4( '4 '(

G

组%

4

"

'(

针'

-, 2) '5

#

E

组%

''

"

+(

针'

'- ++ '5

X

组%

+'

"

2(

针'

*

#

'5 '+

!

组%

2(

针以上'

*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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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其中有
'

例死亡&

-表示其中有
2

例死亡&

!表示其中有

4

例死亡#

!!

各就诊时间点
Y!3

升高明显与正常对照之间有显著差

异%

B

$

(/(-

'&在螫伤
4

"

5@

时
G

组
Y!3

明显高于螫伤后

'

"

2@

%

B

$

(/(-

'&

X

组中
'(@

以上
Y!3

较其他时间段降低

%

B

$

(/(-

'"而
!

组螫伤后
'(@

以上与
4

"

5@

之间相比明显

升高%

B

$

(/(-

'#

Y!3

与螫伤针数之间存在明显的剂量
"

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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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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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螫伤针数为
'

针的患者不同就诊时间
ZGE

及
Y!S3

的变化$

IT=

%

指标 健康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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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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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螫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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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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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螫伤针数及不同就诊时间
ZGE

!!!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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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螫伤针数及不同就诊时间时
Y!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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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组
,'/*(T'(/2, ,4/))T'-/-4 ,(/+(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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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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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毒成分复杂"主要有多肽(组胺(磷脂酶
9+

等)

2"-

*

"进入

机体后"不仅引起局部的红肿疼痛"严重的可导致过敏反应(血

管内溶血(横纹肌溶解(心肌梗死(急性肾损伤多器官功能衰竭

甚至死亡)

-

*

#随着国家分级诊疗实施"最大程度减少患者的身

体和经济负担"有必要对不同程度的蜂螫伤患者进行相应的治

疗干预#

ZGE

变化是机体发生炎性反应的灵敏指标)

)

*

"且检查时

间较短"是患者就诊最早得到的辅助检查结果之一#本次结果

显示"蜂螫伤后机体出现明显的炎性反应"有资料显示"

ZGE

'

+(d'(

5

$

V

是蜂螫伤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

之一)

+

*

#同时
ZGE

对蜂螫伤有一定的预后预判性)

*

*

#本次

实验结果显示"蜂螫伤患者在螫伤后
'@

内
ZGE

及
Y!S3

就

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

B

$

(/(-

'#螫伤针数为
'

针的患者"

在螫伤
+4@

后
ZGE

明显降低"可能是由于螫伤针数较少时"

蜂毒不会对机体造成持续性损伤#随着螫伤针数增加"

ZGE

及
Y!S3

明显升高%

B

$

(/(-

'"螫伤针数与
ZGE

及
Y!S3

存在一定的剂量效应关系%

B

$

(/('

'#不同时间就诊"

ZGE

及
Y!S3

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特别是螫伤针数在
+(

针以上"

ZGE

及
Y!S3

的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螫伤针

数超过
2(

针时"死亡病例较多"

ZGE

及
Y!S3

变化较明显

%

B

$

(/(-

'"在
4

"

5@

时"死亡病例较多"

Y!S3

降低"而
ZGE

升高"可能该时间段蜂毒对机体的损伤较大"已引发多器官功

能衰竭"致使
Y!S3

降低"而
ZGE

却保持较高水平#

综上所述"对于螫伤针数在
2

针以下"

2@

内就医的患者"

可以对症治疗)

,

*

"如通过外敷内服蛇药(碱化尿液(药物控制过

敏反应等"能够及时帮助患者解除蜂毒的损伤"但是对螫伤超

过
'(

针特别是超过
+(

针的患着"特别是就诊时间较晚的患

者"应及时进行血液净化)

5

*

(血液滤过)

'(

*

"或者血浆分子吸

附)

,

*等治疗"使患者体内毒素及时清除"减少毒素对各器官功

能的损伤"避免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由于本次实验不同时间

点的样本量较少"致使数据与蜂螫伤的实际情况还是存在一定

的偏差"还需更大量样本量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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