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易产生紧张恐惧心理。医护人员应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及

心理情绪反应，向患者告知各种检查治疗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使患者精神放松，从而消除顾虑。对于高度紧张的患者，在进

行治疗前可适当给予地西泮片５ｍｇ口服，效果较好。

２．３．３　做好高危时段护理　血管抑制性晕厥患者在１２：００至

１４：００和１８：００至１９：００两个时间段血压水平明显低于健康

人，尤以收缩压降低最明显［８］。因此，应尽量避免在此时间段

对高度紧张及体弱患者进行鼻腔内检查及抽除鼻腔填充纱条

等操作。

　　晕厥在临床上是一种常见的综合征，多因短暂性缺血、缺

氧，致大脑供血不足，造成脑功能抑制状态［９］。由于外界刺激

作用于机体所引起，其次与迷走神经反射有关，引起晕厥的诱

发因素与血容量不足、体位性低血压、低血糖、血管抑制直接相

关，通过对可能的诱发因素进行预防性护理干预，可降低晕厥

的发生率。因此，在手术前充分评估，术后重视患者的全身情

况观察，及时、有效、正确合理的护理措施可减少患者的晕厥，

从而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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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治疗儿童过敏性紫癜不良反应观察及预防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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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性紫癜（ＨＳＰ）是一种毛细血管变态反应性疾病，４～９

岁为高发年龄段，往往表现为皮肤紫癜、消化道出血、关节肿痛

及肾炎［１］。目前，ＨＳＰ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尚缺乏规范化治

疗措施，丙种球蛋白联合激素治疗重症 ＨＳＰ具有较好的疗

效［２３］。然而，丙种球蛋白作为一种血液制品，在静脉滴注过程

中可能发生寒战、高热、皮疹、头痛、心慌、恶心、甚至过敏性休

克等不良反应［４５］，严重影响其疗效。目前有关丙种球蛋白治

疗 ＨＳＰ不良反应的原因、防治措施及预防性护理报道少见。

为了预防丙种球蛋白治疗 ＨＳＰ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保证

其治疗效果，作者分析了２４例丙种球蛋白治疗 ＨＳＰ过程中的

不良反应及其可能原因，并对其护理措施进行总结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本院收治

的 ＨＳＰ患儿１２８例为观察对象，其中，男７６例，女５２例，年龄

１～１２岁，平均（６．８±３．６）岁。ＨＳＰ诊断标准符合胡亚美主编

《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第８版中 ＨＳＰ诊断标准
［６］。所有患儿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静脉注射人丙种球蛋白（成都蓉生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Ｓ１０９５００１５）４００ｍｇ·ｋｇ
－１·ｄ－１静脉

滴注３ｄ。

１．２　方法　观察患儿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过程中是否出现发

热（腋温大于或等于３７．３℃）、寒战、新发皮疹、头痛、心慌胸

闷、恶心、呕吐、过敏反应等。对出现上述任一一项不良反应者

视为不良反应组，无任何上述不良反应者为对照组。对比分析

两组患儿年龄、性别、体质量，以及既往有无血制品不良反应

史，输注前药品是否恢复至室温，静脉穿刺部位（头皮静脉、上

肢静脉、足背部静脉），是否出现滴速过快（＞１ｍＬ／ｍｉｎ），静脉

穿刺针（普通一次性穿刺针、留置针）等情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组间采用χ
２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２８例患儿中有２４例出现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１８．８％。其中，单纯发热６例，寒战并发热４例，

发热伴头痛４例，恶心呕吐４例，单纯头痛２例，心慌胸闷２

例，新发皮疹２例，无过敏性休克发生。发生于丙种球蛋白输

注后１０ｍｉｎ至２ｈ。其中，１０例不良反应自行消失，１４例经对

症处理后症状消失。因不良反应停药３例。

２．２　不良反应相关因素分析　两组对比分析发现，不良反应

组中年龄在１～３岁，既往有输血制品不良反应史，输注前药品

未恢复至室温，滴速过快患儿所占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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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０．０５）；而两组患儿性别、体质量、静脉穿刺部位、穿刺针

类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输注丙种球蛋白不良反应相关因素分析

因素 不良反应组（狀＝２４） 对照组（狀＝１０４）

年龄（岁）

　　１～３ ６（２５．０）ａ １０（９．６）

　＞３～６ ８（３３．３） ３６（３４．６）

　＞６～９ ７（２９．２） ３２（３０．８）

　＞９～１２ ３（１２．５） ２６（２５．０）

性别

　男 １６（６６．７） ６０（５７．７）

　女 ８（３３．３） ４４（４２．３）

体质量（ｋｇ）

　＜１０ ４（１６．７） ６（５．８）

　１０～２０ ８（３３．３） ４２（４０．４）

　＞２０ １２（５０．０） ５６（５３．８）

既往有输血制品不良反应史 ６（２５．０）ａ ８（７．７）

输注前药品未恢复至室温 ７（２９．２）ａ １２（１１．５）

滴速过快（＞１ｍＬ／ｍｉｎ） ６（２５．０）ａ ９（８．７）

静脉部位

　头皮 ３（１２．５） １３（１２．５）

　上肢 １６（６６．７） ６２（５９．６）

　足背 ５（２０．８） ２９（２７．９）

穿刺针

　普通 ８（３３．３） ３９（３７．５）

　留置针 １６（６６．７） ６５（６２．５）

　　ａ：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３　讨　　论

丙种球蛋白含有人体内多种抗体成分，能够抑制机体变态

反应，提高机体免疫力，能够快速缓解 ＨＳＰ患儿皮疹、腹痛、关

节痛等症状，并且安全性较高［７］。尽管有报道指出丙种球蛋白

不良反应多轻微，具有一过性和自限性，但丙种球蛋白毕竟为

一种血液制品，应注重其不良反应的发生［４５，８］。本组资料显

示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治疗 ＨＳＰ过程中不良反应包括发热、

寒战、恶心呕吐、头痛、心慌胸闷等，但多数症状轻微，可自行缓

解或对症处理后消失，仅有少数患儿因不良反应而停用，与文

献［４５，８］报道一致。不良反应的发生不仅影响治疗效果，还

可能给患儿及家属带来恐慌，甚至引发医疗纠纷，因此预防不

良反应的发生意义重大。

本研究对丙种球蛋白治疗 ＨＳＰ患儿中不良发生的相关因

素进行了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偏低，既往有输血制品不

良反应史，输注前药品未恢复至室温，滴速过快可能是丙种球

蛋白不良反应的发生原因。本课题组在充分认识上述原因的

基础上，采取预防性护理措施以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主要预防性护理措施包括：（１）输注前进行不良反应风险程度

评估。输注丙种球蛋白前详细询问患儿既往有无血制品及无

药物过敏史，有无输注血制品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及类型。结

合患儿年龄，了解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程度。向患儿家属

详细介绍丙种球蛋白作为一种血液制品，输注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的不良反应，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２）输注前丙种球蛋白恢复至室温。丙种球蛋白一般于

２～８℃冰箱保存，输注前恢复至室温，详细核对患儿姓名、床

号，观察丙种球蛋白有无浑浊，包装有无破损，如出现上述情况

杜绝使用；（３）控制滴速。输注过程中监测滴速，一般保持滴速

为０．５～１．０ｍＬ／ｍｉｎ
［９１０］；（４）输注过程中严密观察。输注过程

中注意穿刺血管保暖，严密观察患儿有无不良反应发生；（５）出

现不良反应后的处理。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应调慢滴速，向患

儿家属讲明出现不良反应多数症状为一过性，可自行缓解，避

免过度恐慌，如症状仍持续无缓解，暂停输注。

总之，应重视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治疗 ＨＳＰ过程中不良

反应的发生，并充分认识其可能原因，采取积极的预防性护理

措施。有关丙种球蛋白治疗 ＨＳＰ过程中不良反应和原因及预

防性护理仍需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以更好地预防其发

生，保证患儿疗效。

参考文献

［１］ 刘洪，傅睿，韩斗星，等．过敏性紫癜及紫癜性肾炎住院患

儿发病特征分析［Ｊ］．中华风湿病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７（１１）：

７５６７５９．

［２］ＤｅＭａｄｄｉＦ，ＤｉｎａｒｄｏＲ，ＢｕｏｎｏｃｏｒｅＭＣ，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ｉｎＨｅｎｏｃｈＳｃｈｎｌｅｉｎｐｕｒｐｕｒ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

ｅｄｂｙ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Ｊ］．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Ｉｎｔ，２０１３，３３

（９）：２４５１２４５３．

［３］ 林俊荣，廖柳华，林彦勋．琥珀酸氢化可的松联合低剂量

丙种球蛋白治疗儿童过敏性紫癜的疗效观察［Ｊ］．中国医

药指南，２０１４（９）：８２８２，８３．

［４］ ＡｚｉｚｉＧ，ＡｂｏｌｈａｓｓａｎｉＨ，ＡｓｇａｒｄｏｏｎＭＨ，ｅ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ｔｏｉｍｍｕｎｏ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Ｃｌ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６，９

（１）：９１１０２．

［５］ 晏萍兰，李萍．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治疗小儿川崎病不良

反应观察与护理［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８）：１３６６

１３６８．

［６］ 胡亚美．诸福棠实用儿科学［Ｍ］．８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１２：４０４８．

［７］ 梁奇．丙种球蛋白治疗过敏性紫癜的效果［Ｊ］．中国实用

医刊，２０１５，４２（５）：９１９２．

［８］ 王兰兰，张军丽．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治疗川崎病不良反

应的护理分析［Ｊ］．中外健康文摘，２０１４（１９）：２３８２３９．

［９］ 郭丽艳，肖荣桃，杨小乐，等．丙种球蛋白治疗特发性血小

板减少性紫癜的护理［Ｊ］．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１５，２９（１１）：

１２９１３０．

［１０］黄艳辉．针对性护理在丙种球蛋白治疗特发性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中的作用［Ｊ］．国际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４（８）：２０５２

２０５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０８）

６２４ 重庆医学２０１７年１月第４６卷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