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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

3#.

%是最常见的肺间质疾病#其

发病机制目前未完全阐明#临床预后不良#晚近发病率有增高

趋势#早期的诊断及治疗对预后至关重要)本研究观察了
3#.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血清脂质过氧化终产物丙二醛$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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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型前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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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层粘连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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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以期对临床

上筛选
3#.

*观察
3#.

的病情变化#为
3#.

患者的诊断及预后

判断提供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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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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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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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D++:

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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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邢台市人

民医院呼吸内科门诊及住院部
3#.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

女
-;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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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病例符合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会
D++D

年发布的4

3#.

诊断和治疗指南5$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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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除!$

-

%急性间质性肺炎或晚期危重患者&$

D

%妊娠或哺乳期

妇女&$

,

%合并严重心*肝*肾和血液系统等疾病&$

;

%精神病患

者#免疫系统疾病*消化性溃疡*糖尿病*严重骨质疏松及结核

病者)同时选择
D+

例在本院体检的健康者为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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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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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无心*肝*

肺*胃等重要脏器疾病#且肝*肾功能试验正常)与病例组在年

龄*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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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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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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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病例及对照组均于清晨空腹抽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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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冻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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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浓度)采用放射免疫平衡

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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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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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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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免疫分析检测试剂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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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免疫分析测试试剂盒均由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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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采用硫巴比妥酸反应底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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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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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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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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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合形成红色产物的原理#用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

*,DC'

%测定其最大吸收峰的吸光度)

Y$%

测定试

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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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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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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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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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积分法#根据患者呼吸困难及咳嗽的严重程

度*胸部高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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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磨玻璃样变及纤维化范围及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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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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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处理#计

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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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组间显著性检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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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血清学指

标相关性采用线性相关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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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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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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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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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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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

C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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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3#.

是间质性肺疾病最常见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一种原因

不明#以弥漫性肺纤维化*肺功能损害和呼吸困难为特点的临

床综合征)本病起病隐匿#预后不佳'

,

(

)

!&#

评分标准系根

据患者呼吸困难及咳嗽的严重程度*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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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磨玻璃样

变及纤维化范围及肺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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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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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病情严重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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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细胞外基质重要成分'

)6:

(

#临床上已广泛

应用于肝纤维化程度及预后的判断'

76=

(

)肺纤维化是肺成纤维

细胞复制*增殖#合成过多的以胶原为主的细胞外基质堆积而

引发的)

Y$%

是自由基损伤机体的产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体内氧自由基产生的多少#测定
Y$%

可反映脂质过氧化水

平#间接反映氧化应激的程度'

-+6-D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氧

化应激在
3#.

发病机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6-*

(

)在
3#.

患者中#肺泡上皮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炎性细胞等细胞膜受脂

质过氧化损伤#最终至使肺成纤维细胞增殖#肺基质胶原沉

积'

-)6-:

(

)本研究对反映
3#.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临床指标

!&#

评分与反映氧化应激程度的血清学指标
Y$%

及细胞外

基质成分
#!

0

*

2(

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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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患者
!&#

评分*血清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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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于对照组&$

D

%

3#.

患

者随着
!&#

评分的增高#即肺纤维化损伤程度越严重#血清

Y$%

与
#!

0

*

2(

含量呈增高趋势)说明血清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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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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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
3#.

的发展#除
!&#

评分外#血清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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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对肺间质纤维化患者的诊断及预后判断亦有一定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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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D

(

#结合改变母体体位使显示率更高)因母体体位的改变会

使羊水重新分布#同时改变胎头与母体间的空间关系#胎头离

开子宫壁#胎头枕部朝向探头#使大多数侧位的胎头方位易找

到
.!0#

)正枕前或正枕后时*在不改变母体体位的情况下就

能获取
.!0#

)枕朝向母体后*下方的胎头方位在改变母体体

位前*后的显示率都相对较低#因胎头枕部离探头远#即使改变

母体体位也不可能将所有的胎头枕部都,拉-近探头#因而获取

.!0#

概率相对较低&枕朝向下的情况因母体耻骨联合的遮挡

获取
.!0#

概率也相对较低)另外#孕龄大*羊水量少也会使

胎耳显示率下降)观察胎儿外耳的最佳时期为孕
-:

'

D;

周'

)

(

#有 学 者 观 察 孕
-:

'

D:

周 胎 儿 外 耳 显 示 率 可 达

=*8=+1

'

,

(

)因为这时期羊水相对较多#胎儿活动度大#易于改

变胎头方位)本组探讨的是中*晚期妊的胎儿外耳显示率的情

况#故部分被检者孕周较大#因而还有近
-D8-*1

的胎耳不能

被检出)

无耳及小耳畸形发病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
D8++

"万'

:

(

&

意大利
-=7,

'

-==D

年为
-8;)

"万'

7

(

)

-=77

'

-==D

年中国住院

围生儿无耳和小耳
*

年发病率为
-8;+

"万'

=

(

)小耳*无耳畸形

除本身形态功能缺陷外#还伴有其他严重缺陷#如泌尿系统异

常*染色体异常等)超声测胎耳长度为
$?RC

综合征主要的超

声标记之一'

-+

(

)临床体检中发现许多染色体综合征各畸形综

合征的症状之一为无耳和小耳畸形'

--

(

)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

发现#产前系统超声检查在对于发现一些常见的染色体疾病方

面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D

(

)国内吴琼等'

-,

(发现的
-,

例外耳畸

形产前超声筛查出
:

例#漏诊
)

例&

-,

例中
=

例为单纯性的外

耳畸形#

;

例合并多系统畸形)胎儿外耳畸形有其特殊的声像

图表现#产前超声检查胎儿外耳可为产前诊断胎儿畸形提供丰

富的诊断信息)尽快将目前发现的超声标记与现有的其他筛

查方法有效地结合#是产前诊断领域提高检出率急需解决的问

题'

-;

(

)因此提高胎耳显示率#减少耳异常的漏诊#对耳畸形本

身及其他畸形的检出都具有重要意义)

正常胎耳的检出是减少耳异常漏诊的前提)产前检查在

手法熟练的基础下#每例耗时
,+'@C

或更长'

-*

(

)其中包括对

胎耳的检查必需的耐心和细致以及发现新的方法以消除各种

不利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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