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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术并发症
。

近年来
,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
,

腹腔镜
、

宫腔镜在

诊断和治疗不孕症中逐渐受到广大妇科医师的青睐
。

宫腹腔镜联合

应用不仅能够一 次性诊断和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
,

而且可以探查输

卵管周围的其他病变 
。

同时
,

由于双镜联合的互补作用
,

医师在

操作时可以借助它们的监视和辅助
,

避免损伤到输卵管
。

此外
,

双

镜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能较好地恢复输卵管的自然弯曲状态
,

使其蠕动和拾卵功能较快恢复  
。

到目前为止
,

本组病例中应用宫

腹腔镜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的 位患者中
,

有 例已经成功宫

内妊娠
,

妊娠率达
。

本组实验结果显示
,

应用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诊断输卵管性不孕

症的阳性率为
,

而宫腹腔镜联合诊断的阳性率为
。

统计结

果显示
,

两种方法在诊断输卵管性不孕症的有效性上存在明显的统计

学差异 尸
。

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 ,

证明了宫腹

腔镜联合应用在诊断输卵管性不孕症上明显优于经子宫输卵管碘油造

影诊断技术
。

此外
,

在治疗效果上
,

尽管介人治疗术的手术时间短
,

术中出血量也较少
,

但是在输卵管术后通畅比率和术后宫内妊娠概率

上
,

宫腹腔镜联合技术明显优于介人治疗术 尸
。

这与结果与

前人研究结果相印证 
。

总之
,

宫腔镜
、

腹腔镜可以同时诊断和治疗宫腔内
、

外的疾病
,

是妇科诊疗技术中的首选方法
。

宫腹腔镜联合应用在诊断和治疗输卵

管性不孕症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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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卡尼汀在维持性血液透析中应有的意义

刘 红

河南省商丘市唯县中医院西药库
,

河南商丘  ! ∀

【摘要」 目的 探讨和研 究左卡尼汀 在维持性血液透析中应用和 临床意义
。

方法 摘取我院近年来收治 的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作为研 究

对 象
,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例
,

其中观察组患者在血液透析后进行 左卡尼汀和 一  ’周 的静脉注射
,

每周

次 对照 组患者则在透析后仅给予 一  ’周 静脉注射
。

两组疗程均为 个月
,

统计并对比 两组患者的各项生理情况
。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食欲
、

心律失常
、

透析过程 中出现的肌痉孪以及低血压等现 象的改善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
,

且观察组患者的血红蛋白
、

血浆总

蛋白
、

白蛋白等较对照组 明显提高
,

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尸
。

结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在透析后进行左卡尼汀 的静脉注射能够

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营养不 良情况 以及纠正贫血等
,

是安全可靠的
,

值得推广应用
。

【关键词」左卡尼汀 维持性血液透析 贫血 营养不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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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长期摄人肉碱过少
,

导致患者常常会由于

肉碱缺乏而出现乏力
、

食欲不振
、

贫血以及透析中出现肌痉挛等情

况
。

而左卡尼汀能够有效的将长链脂肪酸转运至线粒体
,

并进一步合

成卜氧化从而产生必要的能量
,

对于这种现象有着良好的作用  
。

现

就我院近年来的一些病例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

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摘取我院自  年 月至 年 月之间所收治的 例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
,

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

按照随机

分组的原则将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例
,

其中观察组男性患者

例
,

女性患者 例
,

年龄在 一 岁
,

平均年龄 士 岁 对

照组男性患者巧例
,

女性患者 例
,

年龄在 一 岁
,

平均年龄

士 岁
。

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对比上无明显差异
,

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 尸
。

以上患者中 例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

例为糖尿病肾

病
,

例为多囊肾
,

例为狼疮肾炎
,

例为高血压肾损害
。

两组患者均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

透析时间为每周 次
,

次
,

采用费森尤斯  !透析机
、

血仿膜或聚矾膜透析器进行碳酸盐

透析
,

面积为
,

血流量控制在 一 ,

透析液流量为
。

观察组患者在每次透析结束后给予 一 ’

周 以及左卡尼汀 静脉注射 对照组则仅给予 一  ’

周 静脉注射
。

同时两组患者均给予叶酸
、

维生素 口服
,

两组患

者的疗程均为 个月
,

在治疗结束后统计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并进行

对比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巧 统计学处理软件对两组患者的数据进行处理
,

组间

对比用随行检验
,

方差值尸 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临床症状

在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食欲不振
、

心律失常
、

透析过程中出现的

肌痉挛现象以及低血压的发生均明显得到改善
,

相较对照组具有统

计学意义 尸
,

但心绞痛的改善现象两组并无明显差异 尸

。

具体数据见表
。

实验室检查

治疗结束后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
,

观察组患者在血浆总蛋白
、

血

浆白蛋白
、

血清转铁蛋白
、

血红蛋白以及红细胞比容的恢复程度上明

显优于对照组
,

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尸
。

具体数据见表
。

讨 论

由于维持性血液透析长期缺乏肉碱的摄人
,

而且在透析时又不断



表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 的 临床症状 变化统计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例数

缓解例数

缓解率

治疗前例数

缓解例数

缓解率

心律失常 食欲不振 心绞痛 肌痉挛 低血压
 ! ∀ ∀ #

 !

 ! ∀ #

 !

表 两 组患者在治疗前后 的实验室指标变化统计对比

检测指标

总蛋白

白蛋白

转铁蛋白

血红蛋白

红细胞比容

对照组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 士 2
.
2

5 5
.
1 士 4

.
8

3 2
.
1 士 2

.
4

2
.
5 士 0

.
7

5 3
.
7 士 5

.
8

16
.
1 士 0

.
8

5 8
.
1 士 5

.
9

3 5
.
9 士 2

.
5

3
.
9 士 1

.
1

10 1
.
8 士 4

.
9

3 5
.
2 士 2

.
8

的清除肉碱
,

导致患者出现血液透析中的肌痉挛
、

高血压或高血脂等

情况
,

除此之外
,

贫血也是此类患者中较为常见的并发症
,

长期的贫

血很容易进一步导致患者出现心衰
,

对患者的预后造成影响
,

这是由

于患者的肾功能受损
,

不能够保证促红细胞生成素的分泌
,

因此
,

患

者往往需要叶酸
、

维生素B
12
以及左卡尼汀的摄人[2]

。

左卡尼汀能够有效的减少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EPo 需求量
,

虽

临床研究
·

1
47

然左卡尼汀并不能够直接对患者的贫血现象产生作用
,

但是其能够减

少Ep
o
的抵抗作用的发生

,

从而达到治疗贫血的目的
。

此外
,

虽然左

卡尼汀对贫血症状改善的药理机制尚未明确
,

但是有文献指出
,

左卡

尼汀能够参与红细胞结构和代谢的过程
,

增加红细胞存活率
,

从而达

到治疗的效果[34 ]
。

从本文患者来看
,

E
Po 联合左卡尼汀进行静脉注射

治疗
,

患者的各种临床症状均能得到良好的改善
,

并且贫血现象明显

好转
,

虽然左卡尼汀对于患者食欲方面的影响的原因尚不明确
,

但是

从结果来看
,

观察组患者的营养不良现象也确实得到了好转
。

综上所述
,

左卡尼汀在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治疗上
,

有着

积极和良好的意义
,

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纠正贫血
,

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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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分布宽度和炎性反应标志物的相关性分析

李 梅

(长春市中医院
,

吉林 长春 130022 )

【摘要」 目的 观察分析红细胞分布 宽度和 炎性反应标志物的相 关性
,

总结其临床意义
。

方法 选取我 院 20 09 年 5 月至 2 0 11 年 5 月 13 80 例

静脉血标本
,

分别对其红细胞分布宽度 (R D W )
、

红细胞平均体积 (M C V )
、

血红蛋白 电泳 (H b) 和 C
一

反应蛋白 (C R P ) 进行检测
,

观

察 C R P 不同浓度下与 R D W 二者间的关 系
。

结果 根据 R D W 值的分布 4 分位数将 1380例静脉血标本分成 4 个部分
,

显示 出受检者的年龄
、

M
c v

、

H b

、

c R P 均对其有一定影响 (尸 < 0
.
0 5 )

,

具有统计学意丸 随着 c RP 的浓度 的升高
,

R D
w 值逐渐下降

,

二者具有明显的相 关性 (尸

< 住 05 )
,

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论 红细胞分布 宽度和炎性反应标志物间具有一定的相 关性
,

但影响 R D W 的 因素较多
,

因此
,

对于 R D W

与心血管疾病间的联 系及其对于检测炎性反应的敏感度
、

特异性仍需进一步探讨研 究
。

【关键词】红细胞分布 宽度
; 红细胞平均体积

;
血红蛋白

; C 一

反应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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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不少的研究表明
,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发展与血清中炎性

标志物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

其中以c
一

反应蛋白 (c RP ) 为代表
,

对

预测心血管事件的发病率及其死亡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P
ac

k
ar

d R R

等人最新研究指出[l]
,

红细胞分布宽度 (R D 认 ) 也能作为评估心血管

疾病风险性的一项重要指标
。

本文通过观察分析红细胞分布宽度和炎

性反应标志物的相关性
,

总结其临床意义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09年5月至20 H 年5月1380例静脉血标本
,

男550 例
,

女830 例
,

年龄在32一7 4岁
,

平均年龄在 (61
.
4 士 1

.
2 ) 岁

,

分别对其红

细胞分布宽度 (RD W )
、

红细胞平均体积 (M C V )
、

血红蛋白电泳

(Hb) 和C
一

反应蛋白 (C RP ) 进行检测
,

观察C RP 不同浓度下与
Rl孙

二者间的关系
。

1

.

2 检测方法

1
.
2
.
1 采集

分别在清晨抽取受试者sm L 的静脉血
,

加人构椽酸钠抗凝剂后
,

以30 00r/ m in 的转速进行sm in 的离心试验
,

分离出血清后放人
一

2 0o C 的

冰箱内保存备用
。

1

.

2

.

2 检测

¹ 红细胞分布宽度 (R D W )
:
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瑞

典生产
,

型号
: A c 9 10) 及R D w 专用的试剂包

,

实行 日常保养
、

维护及质控
,

在仪器处于稳定的条件下
,

并严格按照试剂盒上的

操作进行检测
,

P D
W ( % ) 的正常值参考范围在10

.
5一 1 4

.
5

,

根据

R D W 值的分布4分位数将1380例静脉血标本分成4个部分
,

R D
W

I

:

1 1

.

4 %
一 1 2

.
5 %

; R D W l l
:
1 2

.
6 % 一1 3

.
0 %

; R D W 川
: 13
.
1% 一 1 3

.
6 %

;

R D w lv
:
1 3
.
7悴18

.30;0 [2]。 º 红细胞平均体积 (M C V )
:
采用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 (瑞典生产
,

型号
: A c 910) 及R D w 专用的试剂包

,

实行 日常保养
、

维护及质控
,

在仪器处于稳定的条件下
,

并严格按照

试剂盒上的操作进行检测
,

M c v
( 几) 的正常值参考范围在82一92

。

» 血红蛋白电泳 (H b)
:
采用醋纤膜电泳法对血红蛋白A (H b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