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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例营养不良并肠炎临床分析及治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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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不良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并发肠炎易
造成电解质紊乱 ,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较多见 ,现将我
院儿科 1993～1999 年收治的 100 例资料完整的Ⅱ～Ⅲ
度营养不良合并肠炎临床分析及治疗体会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69 例 , 女 31 例 ; 年龄～ 1 岁 70 例

(70 %) ,～2 岁 20 例 (20 %) ,～3 岁 14 例 (14 %) ,～
4 岁 6 例 (6 %) 。人工喂养 31 例 ,混合喂养 69 例 ;消
瘦型 58 例 ,水肿型 42 例 ; Ⅱ度营养不良 75 例 , Ⅲ度
营养不良 25 例 ;城镇 28 例 ,农村 72 例。轻度脱水
54 例 ,中度脱水 32 例 ,重度脱水 14 例。低钾血症
64 例 ,低钾危象 2 例 ,低钠 82 例 ,合并营养性贫血
43 例 ,低钙惊厥 12 例 ,中毒性脑病 6 例 ,呼吸衰竭 4
例 ,血 CO2CP 降低者 83 例。

本组均符合营养不良的诊断标准[1 ] ,在此基础
上有发热、呕吐、腹泻、脱水等肠炎改变。
1 . 2 　治疗及转归

除调整饮食 ,控制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外 ,关键
是补液。本文 97 例补液总量比一般减少 1/ 3 ,Ⅲ度营
养不良输液量控制在每日 120 ml/ kg 内 ,输液速度每
分钟 3～4. 5 ml/ m2 ;液体维持在 24 h 内滴完 ,用 4∶3∶
2 液。另外 3 例Ⅲ度营养不良输液量超过 140 ml/ kg ,
1 例因呼吸衰竭死亡 ,2 例因心力衰竭死亡。另 5 例
出现心衰先兆 ,经强心治疗痊愈。2 例低钾危象者在
心电图监护下滴入0. 3 %的氯化钾注射液后均治愈 ,
全部低血钾患者在 1～3 d 内得到纠正。本文 100 例
治愈 90 例 ,好转 7 例 ,死亡 3 例 ,治愈率达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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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营养不良患儿多伴有体内多脏器功能衰竭 ,合并
肠炎时临床及治疗方面有其特点 ,现将本文 100 例体
会总结如下 : ①输液量及输液速度需适当 ,因营养不
良患儿心血管机能较差 ,输液量过多或过快易发生心
力衰竭。我们认为输液速度控制在每分钟 3～4. 5
ml/ m2 之间效果较好 ,因营养不良患儿皮下脂肪少 ,
皮肤充实度差 ,判断脱水程度往往易于偏高。本文 97
例经适当补液后 4～6 h 尿量即增加 ,12～24 h 皮肤弹
性恢复 ,48 h 内眼窝凹陷消失 ,酸中毒症状在 12 h 内
纠正。低钠血症于 24 h 纠正。②及时纠正低血钾 ,发
生低血钾危象者可根据情况提高输入氯化钾的浓度。营
养不良伴腹泻者往往血钠、血钾低 ,本组 66 例发生低钾
血症 (66 %) ,轻度脱水 54 例 ,发生低钾血症 18 例
(33. 3 %) ,中度脱水 32 例 ,发生低钾血症 22 例(68. 7 %) ,
重度脱水 14例 ,发生低钾血症 12 例 (85. 7 %) ,故脱水程
度与发生低钾血症成正相关。64 例低钾血症按常规
0. 2 %浓度补予 ,低钾危象者滴入0. 3 %浓度的氯化钾 ,24
h内危象症状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此浓度仅用于紧急情
况处理[2]。③营养不良患儿多合并贫血 ,主张在治疗肠
炎过程中及早少量、多次输鲜血、血浆或丙种球蛋白 ,以
纠正贫血及提高胶体渗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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