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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治疗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体内

微量元素含量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郑汉友"胡
!

勇"肖绪夏#

!阳新县妇幼保健院儿科"湖北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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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锌硒宝联合维生素
Q

辅助治疗对反复呼吸道感染!

2286

#患儿体内微量元素含量和免

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儿科收治
2286

患儿
&"'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b+#

#和对照组!

'b+#

#$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口服维生素
Q

滴剂"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联合使用锌硒宝片$比较两组治疗疗效'治疗前后微量元素及免疫功能变化$结果
!

观察组治疗总

有效率为
)#$##4

"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1)$,!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J;

'

g0

含量分别为!

!$!1c"$!"

#

BBEF

0

:

和!

&#$!'c&$')

#

*

BEF

0

:

"显著高于对照组!

9

%

"$"+

#(治疗后"观察组血

清免疫球蛋白
3

!

6

X

3

#和免疫球蛋白
K

!

6

X

K

#水平分别为!

!$&+c"$(#

#

X

0

:

和!

&"$),c"$&'

#

X

0

:

"显著高于对

照组!

9

%

"$"+

#$观察组
JQ#

G

'

JQ#

G

0

JQ'

G水平分别为!

#"$!+c+$#,

#

4

'

&$,'c"$,+

"显著高于对照组(观

察组
JQ'

G水平为!

!($)&c#$",

#

4

"显著低于对照组!

9

%

"$"+

#$结论
!

锌硒宝联合维生素
Q

辅助治疗
2286

患儿疗效显著"可提高体内
J;

'

g0

等微量元素含量"增强机体免疫力$

关键词!锌硒宝(

!

维生素
Q

(

!

反复呼吸道感染(

!

微量元素(

!

免疫功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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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21!+$,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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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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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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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呼吸道感染"

2286

#是儿科常见疾病!一年

内支气管炎$扁桃体炎$感冒$肺炎发生频率超出正常

范围!在呼吸道感染患儿中约
("4

为
2286

%

2286

发生与儿童免疫功能$营养缺乏$生活环境以及微生

物感染等多种原因相关!治疗不当会导致心肌炎$哮

喘$肾炎等疾病!对小儿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造成严

重影响&

&*!

'

%锌硒宝是一种补锌产品!可提高机体免

疫力$促进伤口愈合&

(

'

%维生素
Q

是儿童生长发育必

需维生素!可调节呼吸道免疫功能&

#

'

%本研究对

2286

患儿采用锌硒宝联合维生素
Q

辅助治疗!观察

其对患儿体内微量元素含量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儿科收治
2286

患儿
&"'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b+#

#和对照组"

'b+#

#%观

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c"$1,

#岁-病程
&$!

"

!$+

年!平均"

&$+(c

"$++

#年%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c"$'&

#岁-病程
&$&

"

!$#

年!平均

"

&$#)c"$+!

#年%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9

&

"$"+

#!具有可比性%

!!

纳入标准("

&

#符合小儿
2286

诊断标准&

+

'

-"

!

#

本次发病距上次呼吸道感染时间
&

1?

-"

(

#治疗前
!

个月内未采用免疫调节剂$肾上腺皮质激素以及维生

素
Q

治疗-"

#

#患儿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患者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

&

#伴有肝肾功能不全-"

!

#伴有严

重心血管疾病-"

(

#伴有造血系统疾病-"

#

#用药依从

性低者%

$$%

!

方法
!

对照组急性期患儿给予常规抗病毒抗感

染治疗!非急性期患儿指导家长如何调养护理!适当

增加户外运动!实时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同时口

服维生素
Q

滴剂"胶囊型#"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O!"&&("((

!生产批号(

!"&##"&!

#!每日
&

"

!

粒!治疗
!"?

!停
&"?

为一个疗程!连续治疗
!

个疗

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使用锌硒宝片"山东

新稀宝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卫食健字"

&))1

#第

1(1

号!生产批号(

!"&+",&'

#!饭前嚼服!

&

"

(

岁患儿

每次
&

片!

#

"

1

岁患儿每次
!

片!每日
(

次!

!

个月为

一个疗程!治疗一个疗程%

$$&

!

观察指标
!

"

&

#治疗疗效%治愈(

&

年内未复发-

显效(

&

年内呼吸道感染次数减少超过
!

)

(

!症状体征

明显改善-有效(

&

年内呼吸道感染次数减少超过
&

)

!

!症状体征有改善-无效(

&

年内呼吸道感染次数减少

低于
&

)

!

!症状体征较之前无明显变化%"

!

#微量元素

及免疫功能检测(于治疗前$后!采集患儿静脉血
#

B:

!分离血清!采用
Q@*(J

全自动微量元素分析仪

"济宁东盛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测定
J;

$

g0

含量-采用

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
=

"

6

X

=

#$免疫

球蛋白
3

"

6

X

3

#和免疫球蛋白
K

"

6

X

K

#水平!仪器为

[5*

%

特种蛋白测定仪"西门子公司#-采用
Q]L: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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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检

测血清
JQ#

G

$

JQ'

G

$

JQ#

G

)

JQ'

G水平%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分析采用
@7@@!"$"

软件!计

量资料以
Jc=

表示!行
7

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分析!以
9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儿治疗疗效比较
!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

9

%

"$"+

#!见表
&

%

%$%

!

两组微量元素以及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
!

两组治疗前血清
J;

和
g0

含量$血清各免疫球蛋白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

#!治疗后!两组

血清
J;

和
g0

含量$各免疫球蛋白水平均显著升高

"

9

%

"$"+

#!且观察组血清
J;

$

g0

含量和
6

X

3

$

6

X

K

水

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9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治疗疗效比较$

'

%

组别
'

治愈"

'

# 显效"

'

# 有效"

'

# 无效"

'

# 总有效率"

4

#

观察组
+# !& &! &' ( )#$##

对照组
+# 1 &# !! && 1)$,!

!

!

+$!+

9

%

"$"+

表
!

!!

两组微量元素以及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

Jc=

%

组别
'

时间
J;

"

BBEF

)

:

#

g0

"

*

BEF

)

:

#

6

X

=

"

X

)

:

#

6

X

3

"

X

)

:

#

6

X

K

"

X

)

:

#

观察组
+#

治疗前
!$&#c"$!( 1$#!c&$"! &$1'c"$(! &$!1c"$!! '$"#c"$!&

治疗后
!$!1c"$!"

"

&#$!'c&$')

"(

&$)(c"$('

"

!$&+c"$(#

"(

&"$),c"$&'

"(

对照组
+#

治疗前
!$&!c"$!! 1$#+c&$"1 &$11c"$(+ &$!)c"$!( '$"&c"$!"

治疗后
!$!&c"$!&

"

&&$!1c&$1,

"

&$)&c"$(1

"

&$)#c"$(!

"

'$+#c"$&)

"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9

%

"$"+

-与对照组比较!

(

9

%

"$"+

%$&

!

两组血清
JQ#

G

$

JQ'

G水平比较
!

两组治疗前

血清
JQ#

G

$

JQ'

G和
JQ#

G

)

JQ'

G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9

&

"$"+

#!治疗后!两组血清
JQ#

G 和

JQ#

G

)

JQ'

G显著升高!

JQ'

G显著降低"

9

%

"$"+

#!且

观察组血清
JQ#

G和
JQ#

G

)

JQ'

G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

9

%

"$"+

#!

JQ'

G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9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清
JQ#

G

#

JQ'

G水平比较$

Jc=

%

组别
'

时间
JQ#

G

"

4

#

JQ'

G

"

4

#

JQ#

G

)

JQ'

G

观察组
+#

治疗前
!'$+#c+$&( (&$1,c#$1' "$)"c"$(+

治疗后
#"$!+c+$#,

"(

!($)&c#$",

"(

&$,'c"$,+

"(

对照组
+#

治疗前
!'$#)c+$&& (&$,+c#$,, "$)"c"$(,

治疗后
(,$'(c+$!#

"

!'$&(c#$&!

"

&$(&c"$+'

"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9

%

"$"+

-与对照组比较!

(

9

%

"$"+

&

!

讨
!!

论

!!

2286

是儿童常见疾病!患儿病情经年反复!旧病

未愈!新感复起!不仅对患儿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还给家长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和思想负担&

,

'

%目前

有研究指出!

2286

发生与微量元素缺乏以及免疫力

下降有关!

2286

患儿体内存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异常!

J;

$

g0

$

L>

等多种微量元素含量低于正常儿童!

尤其是低
g0

儿童!免疫指标降低更为明显&

1*'

'

%

维生素
Q

是一种类固醇激素!具有免疫功能调节

作用%免疫功能低下的患儿一般体内维生素
Q

缺乏!

由于淋巴细胞活化过程中需要
J;

!G

!而
J;

的吸收因

维生素
Q

缺乏受到影响!故
8

细胞增殖受阻!免疫功

能下降!加上支气管纤毛运动减弱!呼吸道清除能力

降低!病原体易入侵!最终导致小儿呼吸道反复

感染&

)

'

%

锌硒宝主要成分是锌硒碘蛋白质粉!服用后可迅

速发挥作用!使血锌含量升高%锌具有稳定免疫功能

作用!当锌缺乏时!细胞和体液免疫均出现异常!脾

脏$胸腺等免疫器官重量可减少
("4

左右!胸腺萎缩

使胸腺激素活性降低$

8

淋巴细胞数量减少!脾脏萎

缩使免疫应答反应减弱%同时缺
g0

还抑制蛋白质$

核酸合成!延缓儿童生长发育!降低机体免疫力&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提示锌硒宝联合维生素
Q

治疗
2286

患总体

疗效明显较优%治疗后!观察组微量元素
J;

$

g0

在血

清中含量分别是"

!$!1c"$!"

#

BBEF

)

:

和"

&#$!'c

&$')

#

*

BEF

)

:

!显著高于对照组中血清
J;

$

g0

含量!

提示锌硒宝联合维生素
Q

可显著升高血清
J;

$

g0

含

量%

J;

$

g0

均为机体内必需微量元素!血清
J;

含量

升高可加强气管$支气管纤毛运动以提高呼吸道清理

能力!增强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以提高呼吸道防御能

力!对呼吸道感染炎症恢复具有促进作用%血清
g0

含量升高可促进生物酶活性!顺利合成蛋白$脂肪$

糖$核酸等物质!同时增强
8

细胞功能!加强机体免疫

力&

&&*&!

'

%

6

X

=

可反映是否有近期感染!通过激活补体!吞

噬$杀伤微生物!在机体感染早期的免疫防御中扮演

重要角色%

6

X

3

存在于支气管分泌液中!具有中和病

毒$溶菌以及调理吞噬等作用%

6

X

K

是血清抗体主要

成分!具有调理吞噬$新生儿免疫防护$中和外毒素等

作用&

&(

'

%本研究中!两组在治疗后!血清
6

X

=

$

6

X

3

和

6

X

K

水平均显著升高!且观察组血清
6

X

3

$

6

X

K

水平显

著高于对照组!提示锌硒宝联合维生素
Q

能更加明显

提高机体体液免疫能力%

JQ#

G又称免疫辅助性
8

细

胞!可激活其他直接产生免疫反应的细胞!辅助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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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发挥免疫作用%

JQ'

G又称抑制性
8

细胞!

机体的免疫平衡取决于
JQ#

G

$

JQ'

G 所占比例!

JQ#

G

)

JQ'

G在一定范围内增加!说明辅助性
8

细胞

功能相对增强!可促进抗体产生&

&#

'

%本研究中!观察

组
JQ#

G

$

JQ#

G

)

JQ'

G水平分别为"

#"$!+c+$#,

#

4

$

&$,'c"$,+

!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锌硒宝联合维生

素
Q

能更加明显提高机体细胞免疫能力%

'

!

结
!!

论

!!

2286

患儿采用锌硒宝联合维生素
Q

辅助治疗!

不仅可提高患儿血清微量元素含量!满足生长发育需

求!同时可增强患儿机体免疫功能!利于疾病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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