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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性惊厥是儿童期惊厥发作的最常见类型$在

# 岁前儿童中的发生率大约为 $K E#K

!!"

$一般预

后良好% 然而$惊厥发作时存在一个短暂的缺氧过

程$这种缺氧过程是否会造成患儿肾功能的一过性

改变$目前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E 资料与方法

$7$E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分为 = 组&

!

热性惊厥组(以下称

惊厥组)&选择 $""? 年 < E!$ 月于本院住院治疗的

热性惊厥患儿共 >" 例$均为单纯性热性惊厥$符合

诊断标准!$"

$且为初次发作% 年龄 < 个月至 # 岁#其

中男 !? 例$女 $= 例% 所有患儿均在发热 $> ( 内出

现惊厥%

"

发热对照组(以下称发热组)&选择于本

院同期住院的单纯发热而无惊厥发作的患儿 =# 例$

发热 ! E$ 2且伴有呼吸道感染的表现$$$ 例为上呼

吸道感染$!= 例为急性支气管炎% 年龄 < 个月至 #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

#

正常对照组(以下称

对照组)&选择同期在本院健康体检的正常儿童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其中男 !" 例$女 !! 例%

$7!E方法

热性惊厥患儿于惊厥发作的次日晨留取尿液

!" /a及空腹静脉血 $ /a$发热组和对照组分别在

入院或体检的次日晨留取标本% 应用日立 ?<"" 型

生化自动分析仪测定血清肌酐 ('4) 和尿素氮

(bX8)水平#应用免疫比浊法在日立 ?!?"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上测定尿微量白蛋白(/Mab)含量$试

剂由瑞士罗氏公司提供#应用化学显色终点法测定

尿8T乙酰T

(

TcT氨基葡萄糖苷酶(8M̀ )含量$试剂

盒由保定长城临床试剂公司提供% 尿 /Mab和

8M̀ 的浓度以与尿 '4的比值表示$本院检测结果

的正常标准是 /MabG'4L=7!? /FG//,6''4$

8M̀ G'4L$7=? XG//,6''4% 全部实验测定由我院

生化室专人完成%

$7FE统计学处理

应用 D1DD !=7"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N]H表示$= 组之间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交叉列联表分析% !L"7"#差异为有显著性%

!E结果

!H$E各组 Ò R和A*水平

所有研究对象的血bX8和'4水平都在正常范

围$尿常规正常%

!H!E各组间尿R(S水平比较

所有研究对象的尿8M̀ 水平均在正常范围$惊

厥组*发热组*对照组的尿 8M̀ 水平分别为 "7>< ]

"7$%$"7#! ]"7$?$"7## ]"7$= XG//,6''4$每两组

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均!["7"#)%

!HFE各组间尿2(WO水平比较

各组间尿/Mab水平超过正常范围上限的阳性

率在惊厥组和发热组分别有 %G>"$<G=# 例$而对照

组的尿/Mab水平均在正常范围% 惊厥组和发热组

中尿/Mab异常的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

%

$

V>7%=>$

%

$

V>7"=$$均!L"7"#)$而惊厥组和发

热组间无差别%

惊厥组*发热组患儿的尿 /Mab异常的阳性率

与血白细胞水平的关系(表 !)%

表 $E尿2(WO异常的阳性率与血白细胞水平的关系

组别
Wb'[!"7" d!"

@

Wb'

"

!"7" d!"

@

%

$

!

惊厥组 <G!> $G$< ?7"== L"7"!

发热组 >G!" $G$# #7!>@ L"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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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讨论

在许多患有非泌尿系疾病的患者$由于机体缺

氧*炎症反应或其他因素影响$虽然其常规肾功能检

查$包括血bX8和'4及尿常规分析都正常$但却存

在尿微量蛋白检测异常$提示不同程度肾小球或肾

小管的早期功能损害!= E#"

% /Mab和 8M̀ 是经常

应用的两个尿微量蛋白检测指标$当尿中 /Mab含

量增高时$提示肾小球屏障功能受到损伤$是反映肾

小球功能改变的一个敏感的早期指标% 8M̀ 是大量

存在于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内的一种溶酶体酶$如果尿

中8M̀ 水平增高时$提示肾小管功能的早期改变!<"

%

本研究结果显示$= 组研究对象的常规肾功能

检查及尿液分析都未见异常$其尿中8M̀ 水平也都

在正常范围$提示无论是热性惊厥还是单纯发热都

没有造成患儿的肾小管功能改变% 但是$在热性惊

厥组和单纯发热组中$却有部分患儿的尿 /Mab水

平明显增高% 而且$所有患儿在体温正常 $ E= 2

后$均复查尿/Mab浓度$结果全部在正常范围% 由

此看出$部分热性惊厥患儿虽然存在肾小球功能的

早期损伤$但这种改变可能并不是由于惊厥发作造

成的一过性缺氧过程所导致$而可能是感染发热本

身所引起#而且$这种功能改变是一过性的*可逆性

的$持续时间短暂$不需要给予特殊处理%

本研究中$热性惊厥患儿 >" 例中有 % 例出现尿

/Mab的显著异常$其中血白细胞增高的 !> 例患儿

中就有 < 例(<G!>)异常$阳性率显著高于白细胞正

常的 $< 例热性惊厥患儿($G$<)$在发热组患儿也

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表 !)% 对于感染性疾病$当患

儿血白细胞增高时常提示细菌感染的可能$因此$本

研究虽然未对所有患儿进行病原学检测$但根据结

果可以推测$较之于其他病原体感染$细菌感染更容

易引起肾功能的早期改变% 国外学者研究显

示!?$%"

$严重的细菌感染不仅会导致肾小球功能异

常$有时也会造成肾小管功能的一过性改变% 文献

报道!!"

$单纯性热性惊厥的患儿发生严重细菌感染

的可能性与单纯发热的儿童是相似的$从该点也可

以进一步解释本研究的结果$即热性惊厥组和单纯

发热组中$尿/Mab异常的阳性率是相近的%

e,4)*-(.*\.4F等!@"曾报道$癫
!

患者在诊断明

确开始治疗前$即显示有尿 8M̀ 水平的增高$而抗

癫
!

治疗后$尿中 8M̀ 的水平并没有进一步增加$

提示癫
!

患者肾小管功能的早期改变可能是疾病本

身原因所致$而非抗癫
!

药物的副作用% 而本研究

显示$热性惊厥患儿的肾小管功能是正常的$只存在

短暂的肾小球功能改变% 提示$热性惊厥与癫
!

之

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由于它们的病程和发病原

因存在着显著差异$对身体其他脏器功能的影响也

会不同% 而且$本研究中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均为单

纯性*初次发作的热性惊厥患儿$惊厥发作时间短$

所以与曾有多次惊厥发作的癫
!

相比$其对患儿肾

功能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有研究显示!!""

$如果患

儿反复出现热性惊厥$或者发作持续时间较长时$其

发生脑损伤的可能性会增大$可以推测$其对患儿肾

功能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因此$对于惊厥发作时间

较长的复杂性热性惊厥患儿*甚至惊厥持续状态时$

或者反复多次发作热性惊厥者$其肾功能的改变情

况是否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

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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