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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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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小儿肺炎围治疗期血清肌酸激酶"

/!

#%肌酸激酶同工酶"

/!,J̀

#%心肌肌钙蛋白
D

"

\D7D

#及心电图"

V/P

#变化的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肺炎患儿

&'-

例作为研究组$另选取该院同期健康体检小儿
8'

例作为对照组$研究组患儿入院后采用综合治疗$测定

各组小儿血清
/!

%

/!,J̀

%

\D7D

水平!及
V/P

异常分布情况$结果
"

研究组患儿治疗后血清
/!

%

/!,J̀

%

\D7D

水平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肺炎治疗后窦性心动过速%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的发生明

显低于治疗前"

!

$

'1';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小儿肺炎血清
/!

%

/!,J̀

%

\D7D

水平上升!且存在心电图异常!经治疗后血清
/!

%

/!,J̀

%

\D7D

水平降低!且可明显改善患者心电图异

常!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关键词"小儿肺炎&

"

围治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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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酸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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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肌钙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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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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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小儿身心健康*

&,.

+

'

目前(病原菌检测为小儿病原菌鉴别诊断的金标准(

但由于其时间长(结果常滞后于症状(不能有效指导

临床医师用药*

2

+

'近年来(实验室发现心肌酶水平明

显上升(临床出现猝死)心力衰竭或心律失常等恶性

事件*

8

+

'检测肺炎患儿心肌酶)心电图对于反映患儿

心肌情况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能够评价患

儿肺炎治疗效果*

;,3

+

'本研究旨在探讨小儿肺炎围治

疗期血清肌酸激酶$

/!

&)肌酸激酶同工酶$

/!,J̀

&)

心肌肌钙蛋白
D

$

\D7D

&及心电图$

V/P

&变化的价

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肺炎患儿
&'-

例作为研究组(诊断

依据0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1

*

-

+中相关诊断标准!

急性起病(发热咳嗽)咳痰或黄或白(肺局部听诊可闻

及支气管呼吸音)干音或者湿音'纳入标准!$

&

&

符合诊断标准(且通过
^

线或
/D

及病原学检查证实

为小儿肺炎%$

.

&患儿
&

"

&.

岁%$

2

&与患儿家属签订

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

&

&合并肺)肾)肝等功能

严重异常患儿%$

.

&可引起心肌酶异常的其他疾病%

$

2

&精神疾病患儿'入组的
&'-

例患儿中(男
8&

例(

女
33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3&g&182

&岁%轻症

肺炎
38

例(重症肺炎
82

例'另选取该院同期健康体

检小儿
8'

例(女
&2

例(男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1-2g&183

&岁'各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1';

&'

$1%

"

方法

$1%1$

"

治疗方法
"

观察组患儿均于入院进行综合治

疗(包括积极控制感染)纠正缺氧)保持呼吸道通畅)

营养心肌)退热)镇静)抗惊厥)祛痰)止咳等'

$1%1%

"

血清
/!

)

/!,J̀

)

\D7D

检测方法
"

于入院

后空腹抽取血清
2UH

(

2'''[

"

U57

离心
&'U57

(分

离血清'人
/!

试剂盒$上海易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人
/!,J̀

试剂盒$上海易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人
\D7D

试剂盒$上海易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标准操作'

$1%1&

"

V/P

检测
"

&.

导联
V/P

记录$日本光电心

电机
V/P,.28'

&(结果分析由专业医师记录'

$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TETT&(1'

软件分析(计

量资料以
MgF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肺炎患者治疗后血清中
/!

)

/!,J̀

)

\D7D

的

水平比较
"

治疗后血清
/!

)

/!,J̀

)

\D7D

水平低于

治疗前$

!

$

'1';

&(见表
&

'

%1%

"

肺炎患者治疗后的
V/P

结果
"

肺炎治疗后窦

性心动过速)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的发生明显低于治

疗前$

!

.

f.&1&3

)

&'19'

)

31-&

(

!

$

'1';

&(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1'.

)

'1'&

)

'1''

(

!

%

'1';

&(见表
.

'

表
&

""

治疗后血清
/!

&

/!,J̀

&

\D7D

水平比较#

MgF

$

时间
& /!

$

)

"

H

&

/!,J̀

$

)

"

H

&

\D7D

$

(

Z

"

UH

&

治疗前
&'- .;21.;g2&1'9 891(-g3128 '18;g'1&.

治疗后
&'- &;'12(g.'12& .&12.g.1;8 '1&8g'1'8

@ &(18. .31-8 &;1(9

! '1''' '1''' '1'''

表
.

""

肺炎患者治疗后的
V/P

结果(

&

#

@

$)

组别 窦性心动过速 房性早搏
"

室性早搏
"

肺炎治疗前
.9

$

.31.

&

&;

$

&81'

&

(

$

918

&

肺炎治疗后
8

$

21-

&

BI

.

$

&1(

&

BI

&

$

'1(

&

BI

对照组
&

$

.1;

&

'

$

'1'

&

&

$

.1;

&

""

注!与肺炎治疗前比较(

B

!

$

'1';

%与对照组比较(

I

!

%

'1';

&

"

讨
""

论

""

小儿肺炎常见于
2

岁以下小儿(重症肺炎常见于

&

岁以下小儿(年龄越小越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并且

容易合并心肌酶改变*

-,9

+

'其临床症状)体征主要表

现为发热)咳嗽)肺部湿罗音及气促)发绀等(

^

线检

测可见肺部纹理模糊)肺部斑片状(重症肺炎可由肺

不张和肺气肿*

(,&'

+

'

心肌组织中含丰富的酶(由于心肌细胞对缺氧耐

受能力较差)当心肌细胞受损时细胞膜通透性改变(

以及酶释放增多(从而造成血清心肌酶上升*

&&

+

'

/!

主要存在于骨骼肌和心肌中(当心肌受损伤时(

/!

等

释放进入血液(造成其血清水平升高%

/!,J̀

是
/!

同工酶(主要存在于心肌组织中(少量存在于骨骼肌

中(在正常血清中水平较低(当出现心肌细胞受损时

其在血清中的水平上升*

&.

+

%

\D7D

主要存在心房肌和

心室肌中(肺炎导致心肌细胞凋亡(造成
\D7D

从心

肌细胞内释放进入血液(致使其在血清中水平升

高*

&2

+

'治疗后血清
/!

)

/!,J̀

)

\D7D

水平低于治疗

前(提示经治疗后可明显降低血清
/!

)

/!,J̀

)

\D7D

水平'

正常的心肌活动体现为心电交换正常和传导正

常(

V/P

显示为正常的窦性心率(小儿肺部感染发炎

后(心肌受到损伤(

V/P

会发生异常变化(且与心肌受

损程度相关*

&8,&;

+

'因此(

V/P

能够反映肺炎患儿的病

情'通常(重症肺炎除具有普通肺炎症状外(其表现

还包括心肌缺血)心肌炎及猝死等(且重症肺炎
V/P

异常类型较多(除常见的心动过速)房性早搏)室性早

搏(还存在
E

波高尖和束支传导阻滞等情况'本研究

表明(治疗后窦性心动过速)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的发

生明显少于治疗前(说明治疗后可明显降低窦性心动

过速)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的发生'

'

"

结
""

论

""

小儿肺炎血清
/!

)

/!,J̀

)

\D7D

水平上升(且

存在心电图异常%经治疗后血清
/!

)

/!,J̀

)

\D7D

水平降低(且可明显改善患者心电图异常(具有重要

研究意义'但本文研究相对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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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患儿相对较少(故而还需在后续研究中增加样本量

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可靠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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