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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法洛四联症">?@#患者血浆脑利钠肽"ABC#与右室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选择

#$%&.$# D#$%+.$& 该院收治的>?@患者共 )$ 例作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期无症状室间隔缺损患者 )$ 例作为对

照组% 两组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 记录两组受试者在术前&术后 % 周&术后 % 个月及术后 ) 个月的血浆 ABC

水平$以及研究组病例术前&术后右室舒张末期容积"EF-GF#&右心室前壁厚度"EFHI#&右心室舒张早期与

舒张晚期峰值血流充盈速度比值"-JH#&左心室射血分数"KF-@#&右心射血等容时间指数">L1.16MLN#等指

标% 结果!研究组术前&术后 % 周&术后 % 个月及术后 ) 个月的 ABC水平均显著高于同时点的对照组"!O

$P$(#% 从术前到术后 % 周&术后 % 个月&术后 ) 个月$研究组患者ABC&EF-GF&EFHI&-JH&KF-@&>L1.16MLN

均逐渐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P$(#% CL0Q9=6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组术后 % 周&术后 % 个月&术

后 ) 个月ABC水平与患者EF-GF&EFHI&-JH&>L1.16MLN均呈正相关"!O$P$(#% 结论!>?@患者血浆ABC

水平明显较高$且患者ABC水平与右心功能密切相关%

!!"关键词#!法洛四联症'!血浆脑利钠肽'!右心功能

!!"中图分类号#!E(R%P%!"文献标识码#!H!"文章编号#!%&+R ,)'$&$#$%*%$+ ,$+(( ,$R

!!M=1&%$;)*&*JS;1996;%&+R ,)'$&;#$%*;$+;%)

!"##$%&'(")"*+%&,-& .#&())&'#(/#$'(0+$+'(1$&)1#(23'4$)'#(0/%&#*/)0'(")()+&'($)',5('3'$'#&%"26 "*

7&%%"'8"#$%&'$ ()$%*+',-'./0(12+3451.4678+39'64:63+;';<=3/13>$ 4:1<1;6.9 !162?1@A*6A2'4+?67B'.C:6=

8'4>$ %=+./D'()($$$$ 8:'.+

!!(9.,'#&0')!:.;$0'(4$!>=16TL9U170ULUVL<=QQL20U1=6 =8W209/0XQ016 60UQ14QLU1<WLWU1ML"ABC# 06M UVLQ17VU

TL6UQ1<420Q846<U1=6 16 W0U1L6U9Y1UV ULUQ02=75=8@022=U">?@#;<$'3"1,!@Q=/@LXQ40Q5#$%& U=Z46L#$%+$ )$ W0.

U1L6U9Y1UV >?@16 =4QV=9W1U02YLQLL6Q=22LM 09UVLQL9L0<V 7Q=4W$ 06M =UVLQ)$ W0U1L6U9Y1UV 095/WU=/0U1<TL6UQ1<4.

20Q9LWU02ML8L<UYLQLL6Q=22LM 09UVL<=6UQ=27Q=4W;A=UV =8UVLUY=7Q=4W946MLQYL6U94Q7LQ5;>VLW209/0ABCYLQL

QL<=QMLM 16 UVLUY=7Q=4W9XL8=QL=WLQ0U1=6 06M % YLL[$ % /=6UV 06M ) /=6UV908ULQ=WLQ0U1=6;>VLQ17VUTL6UQ1<420Q

L6M.M109U=21<T=24/L"EF-GF#$ Q17VUTL6UQ1<420Q06ULQ1=QY022UV1<[6L99"EFHI#$ Q0U1==8WL0[ X2==M 82=Y8122167TL.

2=<1U516 L0Q2506M 20ULM109U=21<WLQ1=M =8Q17VUTL6UQ1<2L"-JH#$ 2L8UTL6UQ1<420QLSL<U1=6 8Q0<U1=6"KF-@# 06M >L1.16.

MLN16 UVLQL9L0<V 7Q=4W YLQLQL<=QMLM XL8=QL06M 08ULQ=WLQ0U1=6;=$,/%',!>VL2LTL29=8W209/0ABC16 UVLQL9L0<V

7Q=4W YLQL9176181<06U25V17VLQUV06 UV=9L16 UVL<=6UQ=27Q=4W XL8=QL=WLQ0U1=6 06M % YLL[$ % /=6UV 06M ) /=6UV908.

ULQ=WLQ0U1=6"!O$P$(#;\6 UVLQL9L0<V 7Q=4W$ UVL2LTL29=8ABC$ EF-GF$ EFHI$ -JH$ KF-@06M >L1.16MLN

YLQL7Q0M40225ML<QL09LM Y1UV UVLU1/L7=1678Q=/WQL=WLQ0U1=6 U=% YLL[$ % /=6UV 06M ) /=6UV908ULQ=WLQ0U1=6"!O

$P$(#;>VLQL942U9=8CL0Q9=6 <=QQL20U1=6 060259199V=YLM UV0UUVL2LTL29=8ABCYLQL9176181<06U25W=91U1TL25<=QQL20.

ULM Y1UV UVL2LTL29=8EF-GF$ EFHI$ -JH06M >L1.16MLN0U% YLL[$ % /=6UV 06M ) /=6UV908ULQ=WLQ0U1=6"!O

$P$(#;!")0%/,(")!>VL2LTL2=8W209/0ABC19=XT1=4925V17VLQ16 UVLW0U1L6U9Y1UV >?@$ 06M UVLABC2LTL219

<2=9L25QL20ULM U=UVLQ17VUTL6UQ1<420Q846<U1=6;

!!(>$6 5"#1,)!>LUQ02=75=8@022=U">?@#'!C209/0XQ016 60UQ14QLU1<WLWU1ML"ABC#'!E17VUTL6UQ1<420Q846<U1=6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法洛四联症"ULUQ02=75=8@022=U$>?@#是一组复合

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占先天性心脏病的 )P(] D

%$P$]

(%)

$是临床最常见的紫绀性先天性心脏病%

>?@的主要病理解剖特征为肺动脉口狭窄&室间隔

缺损&主动脉骑跨&右心室肥厚$其症状较为严重$预

后往往较差% 脑利钠肽"XQ016 60UQ14QLU1<WLWU1ML$ABC#

是一种反映心室功能和负荷的敏感指标$在评价心

功能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但其在>?@的临床应用

方面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通过分析 >?@患者手术

前后血浆 ABC水平的变化$初步探讨血浆 ABC在

评价>?@患者右室功能方面的价值$现报告如下%

?8资料与方法

?@?8一般资料8选择 #$%&.$# D#$%+.$&我院收治的

>?@患者共 )$例作为研究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D)#"%$P&# #̂P%(#岁'体重 %$P() DR'P&%

"%*P(' )̂PR&# [7'术前股动脉血氧分压 )%P$' D

(#P&)"R)P%' R̂P*##//_7'所有患者存在不同程

度紫绀$其中轻度紫绀 + 例$中度紫绀 %& 例$重度紫

绀 + 例'术前心功能分级"B̀ _H#

!

D

"

级'听诊显

示胸骨左缘第 #&) 肋间闻及
!

D

#

级收缩期杂音$

C# 减弱或消失'所有患者经胸部 a线片&超声心动

图&心电图及 b>等检查明确诊断为 >?@% 另选取

同期无症状室间隔缺损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D))"%$P'( #̂P$&#岁'体

重 %%P$( D($P#'"#$P%& )̂P#+#[7% 两组患者均排

除合并肝&肾&血液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近期有

外伤或手术史者'入院前 # 周内服用抗凝药物&双嘧

达莫&阿司匹林及其他激素等药物治疗者% 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体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c$P$(#$具有可比性%

?@A8方法8对照组行无症状室间隔缺损修补术%

研究组接受体外循环下>?@矫治术治疗$手术采取

胸骨正中切开$纵行切开右心室流出道$行修补室间

隔缺损$利用牛心包做跨瓣环补片重建右心室流出

道% 所有患者在术前&术后 % 周&术后 % 个月及术后

) 个月抽取空腹肘静脉血$以肝素钠试管保存$以

) $$$ QJ/16进行离心 %$ /16$分离上清液获得血浆$

,'$ d冰箱中保存待测% 采用E=<VL公司e?GfKHE

HBHK̀>\bg-%+$ 光电免疫发光仪定量检测 ABC%

采用超声心动图"飞利浦$1L)) 型#检测研究组患者术

前&术后 %周&术后 %个月及术后 )个月右室舒张末期

容积"EF-GF#&右心室前壁厚度"EFHI#&右心室舒张

早期与舒张晚期峰值血流充盈速度比值"-JH#&左心

室射血分数"KF-@#&右心射血等容时间指数">L1.16MLN#

等指标%

?@B8统计学方法8应用 gCgg%+P$ 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

D̂ A#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成组4检验$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4

检验$重复测量数据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

差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

# 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相关

性分析采用 CL0Q9=6 相关分析% !O$P$(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A8结果

A@?8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各时点的ABC水平比较

研究组术前&术后 % 周&术后 % 个月及术后 ) 个月的

ABC水平均显著高于同时点的对照组"!O$P$(#%

见表 %%

表%!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各时点的ABC水平比较!"

!

D̂A#$67JK%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 %周 术后 %个月 术后 )个月

研究组 )$ %'R&P#( *̂)PR% 'R)P#+ (̂RP*# )+(P$R #̂(P%+ #+*PR) #̂$P%&

对照组 )$ )&RP%' %̂*P+( ##(PR) %̂&P') %#(P&% %̂RP$' ')P#R +̂P*#

!注!E组间 h(P&*%$E时点 h)P'R%$E组间i时点 hRP+)*'!组间 h$P$$R$

!时点 h$P$#+$!组间i时点 h$P$%(

A@A8研究组患者术前及术后各时点心功能相关指标

比较!从术前到术后%周&术后%个月&术后)个月$研

究组患者 ABC&EF-GF&EFHI&-JH&KF-@&>L1.16MLN

均逐渐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P$(#% 见表 #%

表 #!研究组 )$ 例患者术前及术后各时点心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

D̂ A#

时!点 ABC"67JK# EF-GF"/2# EFHI"//# -JH KF-@"]# >L1.16MLN

术前!!! %'R&P#( *̂)PR% R*P#% %̂%P$& (P%+ $̂P'# $P'( $̂P%& &(P$) (̂PR* $P*+ $̂P)(

术后 % 周! 'R)P#+ (̂RP*# R(P#+ &̂P#R RPR* $̂P+# $P'$ $̂P%# &RP'# )̂PR& $P'% $̂PR#

术后 % 个月 )+(P$R #̂(P%+ R#P%' &̂P$+ RP$( $̂P&$ $P+( $̂P%% &#P$( )̂P)+ $P+$ $̂P)%

术后 ) 个月 #+*PR) #̂$P%& R$P+# (̂P(' )P+( $̂P&R $P+) $̂P%) &$P#' )̂P%( $P&) $̂P#&

E %*P'R# #P*&% )P'#+ )P#+) #P(R% (P*R+

! $P$$$ $P$)) $P$%+ $P$#+ $P$R# $P$$$

A@B8研究组患者术后 %周&术后 %个月及术后 )个月

ABC水平与各指标相关性分析结果!CL0Q9=6 相关

性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组术后各时点 ABC水平与

EF-GF&EFHI&-JH&>L1.16MLN均呈正相关 "!O

$P$(#%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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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研究组患者术后 % 周&术后 % 个月及术后 ) 个月

! !ABC水平与各指标相关性分析结果

!指!标 !时点 3 2

EF-GF 术后 % 周 $P+#* $P$%R

术后 % 个月 $P&$R $P$#*

术后 ) 个月 $P'(& $P$$(

EFHI 术后 % 周 $P+(( $P$%#

术后 % 个月 $P'#* $P$$+

术后 ) 个月 $P+*# $P$$'

-JH 术后 % 周 $P&R% $P$#)

术后 % 个月 $P&*' $P$%+

术后 ) 个月 $P&') $P$%&

>L1.16MLN 术后 % 周 $P+)# $P$%*

术后 % 个月 $P&)R $P$#(

术后 ) 个月 $P+$R $P$%)

B8讨论

B@?8>?@是临床最常见的心脏圆椎动脉干畸形$这

是一种因流出道发育异常而导致低氧血症的先天性

心脏病% 当胚胎时期漏斗部发育不良或漏斗部间隔

向头侧&向前&向左移位时则可导致>?@的发生())

%

>?@占所有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 '$]D*$]$

其O% 岁& O) 岁& O%$ 岁患儿的自然病死率分别为

#(]&R$]&+$]

(R)

% 因右心室流出道异常的影响$

大部分患儿因心力衰竭或缺氧而死亡$因此多数学

者认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早期施行根治手术以

早期矫治畸形心血管$避免长期缺氧$尽可能减少心

脏损害$缓解右心压力负荷$最大限度降低心力衰

竭&室性心律失常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

%

B@A8>?@矫治手术虽然已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但治疗效果却有较大差别$对比分析手术前后 >?@

患者心脏功能能有效预测和评价根治术对矫正心脏

功能的效果$但目前仍缺乏该手术后对右心功能监

测及随访的理想指标(+$')

% ABC是一种在心肌细胞

受到刺激后于心室内产生的心脏内分泌激素(*)

$其

分泌水平随着心室负荷加重或扩张程度增加而增

高$且增高的水平与心力衰竭程度有相关性$可作为

标志物$为心脏疾病的诊断和预后提供可靠依据(%$)

%

ABC在临床上与左室功能&心力衰竭之间的密切关

系已获得证实(%%)

% 近年来有关研究显示 ABC也可

用于右心功能的评价$陈彩莲和刘政(%#)研究发现血

浆ABC水平随着右心射血分数的下降而逐渐升高$

相关性分析也表明其水平与右心射血分数呈负相

关$认为血浆ABC水平对右心功能具有较好的评估

价值% 在于丽娜等(%))的研究中$血浆 ABC水平与

右心室扩大&收缩期室间隔反向运动均呈正相关$且

预后不良组血浆ABC水平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认

为可能是肺动脉高压引起右心室负荷增加&室壁张

力增高$导致冠脉灌注不足和机械压迫心肌而造成血

浆ABC水平升高% 目前临床上有关 >?@患者 ABC

升高机制方面的研究不多$认为右心室容量增高&室

壁压力增大是促进ABC分泌的重要原因$以稳定心

血管系统的平衡(%R)

% 在 >?@患者中存在肺动脉口

狭窄梗阻&室间隔缺损&主动脉骑跨&右心室肥厚&肺

循环较体循环减少&肺静脉回流减小等问题$而由于

室间隔缺损&主动脉骑跨&右心室肥厚等问题的存在

使得患者右心室承受的压力负荷也增高$因此推测

ABC患者右心室承受的压力长时间超负荷促进了

血浆ABC水平的增高%

B@B8对于血浆ABC在评价>?@患者术后右室功能

方面是否具有临床价值$本研究进行了初步探讨$分

析结果发现研究组术前&术后 % 周&术后 % 个月及术

后 ) 个月时的 ABC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O

$P$(#$提示>?@患者血浆 ABC水平要显著高于无

症状室间隔缺损患者'进一步分析显示与术前相比

较$术后 % 周&% 个月&) 个月时研究组患者 ABC&

EF-GF&EFHI&-JH&KF-@&>L1.16MLN均获得明显

改善"!O$P$(#$而术后ABC水平与EF-GF&EFHI&

-JH&>L1.16MLN均呈正相关"!O$P$(#% 本研究结

果与早期的林秋伟等(%()研究中显示氨基末端 ABC

前体水平与患者术后右室功能和肺动脉瓣反流相关

的结论基本一致$提示血浆ABC水平可作为>?@术

后右室功能及预后评价指标%

综上所述$>?@患者血浆 ABC水平显著升高$

且其水平与术后患者右室功能密切相关% 但有关血

浆ABC在>?@心脏功能及预后评价方面的研究还

是有限的$仍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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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脾氨肽治疗小儿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疗效及对免疫影响% 方法!选取郑

州儿童医院 #$%&.$% D#$%'.$% 收治的 R' 例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R例% 对照组给予大环内酯类药物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脾氨肽治疗% 总疗程

均为 %个月% 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及治疗 %个月后血清白细胞介素.#"\K.##&白细胞介素.&"\K.&#&白

细胞介素.%$"\K.%$#水平变化情况% 结果!观察组患儿临床疗效显著$住院时间&发热消失时间&咳嗽消失时

间&肺部音消失时间及胸部a线阴影消失时间较对照组均显著缩短"!O$P$(#% 观察组血清 \K.& 水平较

对照组显著下降$而\K.#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O$P$(#% 结论!脾氨肽能够通过

调节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K.#&\K.& 水平来调节机体的免疫状态$促进临床症状及体征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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