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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近年来在 7D&i中是较重要病原体$这与早产

儿和低体重儿免疫功能更低下$长时间使用第三代

头孢菌素$留置中心静脉导管$胃肠外营养$各种插

管$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有关!>"

% 鉴于新生儿败血

症病原菌复杂及多重耐药特点$临床选择抗生素应

以药敏结果为依据进行调整$以避免盲目用药$减少

药物的副作用和新耐药菌株的产生% 从本组病例的

治疗中体会到$早产儿医院感染败血症治疗关键是

早发现*早治疗% 对早产儿败血症的早期非特异性

的临床表现要有充分的认识$这对提高早产儿医院

感染败血症抢救成功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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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A1 例小儿非嗜肝病毒感染所致肝功能损害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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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急性感染性疾病引起肝功能指标异常临床

较为常见$一些非嗜肝病毒感染也可引起急性肝脏

损害$可有黄疸和血清转氨酶增高$但常较轻$为评

价非嗜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肝损害病因及肝功能异常

的临床意义$我们分析了 "##W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院住院的 := 例非嗜肝病毒感染的小儿发生

肝功能损害的情况$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6!"临床资料

:= 例患儿为 "##W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

在我科住院患儿$所有病例均详细询问病史$检查肺

炎支原体抗体*衣原体抗体*弓形虫抗体*血培养*微

量元素及铜兰蛋白等一系列检查$排除药物*中毒*

细菌*支原体*衣原体*弓形虫以及肝豆状核变性*肝

糖原累积症等其他原因引起的肝功能损害$明确病

毒感染是唯一导致肝功能损害的原因% 然后通过常

规方法检测甲E戊型肝炎病毒标志物$排除嗜肝病

毒感染% := 例患儿中男 <" 例$女 AW 例$年龄 A# 1

至 !# 岁$平均 <6= 岁% 本组住院时间为 !# 1 至 W

周$平均住院天数为 !=6: 1%

!6#"检查方法

巨细胞病毒*单疱病毒及 SN病毒均采用欧蒙

(杭州)医学实验诊断有限公司抗体检测捕获法试

剂盒$柯萨奇病毒采用北京现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的抗体酶联免疫测定试剂盒$麻疹病毒采用珠海经

济特区海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试剂盒$轮状病毒采

用上海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试剂盒% 患儿经以上

检查$均以DLT阳性为确诊依据% 所有患儿入院后

当天或次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 .X检查肝功能$提示

黄疸指数*丙氨酸氨基转移酶(@XK)*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JK)等升高% 当天或第 " 天完成肝脏超

声波检查$出院前复查肝功能%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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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均数_标准差(K_F)表示$采用A检验$

以!\#6#<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果

#6!"肝功能损害病因

:= 例非嗜肝病毒所致肝损害病因分类情况见

表 !%

表 !"A1 例非嗜肝病毒所致肝损害病因分类

病因 例数 (Z)

巨细胞病毒感染 A= (W!6$)

轮状病毒感染 !: ("#6$)

麻疹 : ($6A)

SN病毒感染 : ($6A)

单纯疱疹病毒感染 < (<6:)

柯萨奇病毒感染 " ("6A)

流行性腮腺炎 < (<6:)

水痘 W (W6>)

#6#"肝损害表现

主要为转氨酶升高$伴发黄疸者较少% 其中单

纯@XK升高者 ": 例$占 A"6=Z#单纯 @JK升高者

!" 例$占 !W6#Z#单纯血清
&

谷氨酰胺转肽酶

(^̂ K)升高者 = 例$占 >6#Z#@XK$@JK同时升高者

A# 例$占AW6$Z#@XK$@JK$^̂ K同时升高者 > 例$

占 :6!Z#转氨酶升高伴总胆红素(KNDX)或结合胆

红素(QNDX)升高者 !A 例$占 !<6!Z#转氨酶升高伴

白蛋白(@XN)降低者 W 例$占 W6>Z#@XK升高总例

数 >: 例$占 $#6>Z#@JK升高总例数 =: 例$占

>$6!Z#^̂ K升高总例数 !A 例$占 !<6!Z$> 例发现

有肝大(A 例为&T4感染$" 例为SN病毒感染$" 例

为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感染)% 除 &T4病毒感染和

麻疹病毒感染外$其他病毒感染患儿均未出现黄疸%

#6,"治疗及预后

所有病例入院后除积极抗病毒等治疗原发病

外$另予还原型谷胱苷肽*甘德葡醛酸钠*维生素等

护肝治疗% A 例急性重型肝功能损害均为 &T4感

染$治疗上除原发病治疗及以上几方面以外$加用肾

上腺皮质激素和白蛋白等% 肝功能治疗前后对比&

本组出院时肝功能恢复正常 >> 例$! 例 &T4病毒

感染患儿放弃治疗$另有 : 例仍有不同程度的肝功

能异常(表 ")$其中&T4感染患儿 W 例$SN病毒感

染 " 例*柯萨奇病毒感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各 !

例$该 : 例出院后继续予护肝片及中医中药治疗$发

病 " 月余后再次复查$均恢复正常% 治疗前 @XK为

:A6:W _A$6>$ DiYX$治疗后为 <$6A" _":6WA DiYX$

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AkW6=<$ !\#6#!)#

治疗前 @JK为 >:6W# _A:6== DiYX$治疗后为

<<6=: _"$6<= DiYX$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AkW6AW$!\#6#!)%

表 #"A1 例非嗜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肝功能异常检测结果 例(Z)

例 @XK @JK ^̂ K @XN KNDX QNDX

入院时异常 := >:($#6>) =:(>$6!) !A(!<6!) !W(!=6A) !<(!>6W) !"(!W6#)

出院时异常 : <(<6:) A(A6<) W(W6>) A(A6W) A(A6<) "("6A)

,"讨论

肝损害病因很多$除肝炎病毒外$一些非嗜肝病

毒感染临床上常可引起肝脏损害$包括巨细胞病毒*

SN病毒*单纯疱疹病毒*水痘G带状疱疹病毒*腺病

毒*柯萨奇病毒*麻疹病毒*轮状病毒等病毒均可引

起一过性或持久性肝损害$严重者可表现为爆发性

肝炎$一般主要表现为血清转氨酶升高$伴发黄疸少

见% 本文资料提示小儿在病毒性感染所致的肝损害

中$以巨细胞病毒感染最为多见$占 W!6$Z$其次轮

状病毒感染的发生率也较高$占 "#6$Z$而麻疹病

毒*单纯疱疹病毒*柯萨奇病毒*流行性腮腺炎*水痘

等也不在少数%

我国是 &T4感染的高发地区!!"

$人群抗体阳

性率为 :=Z E$=Z$孕妇在 $<Z左右$儿童至 !" 岁

时抗体阳性率已达 :#Z% 正常人感染 &T4后处于

一般潜伏状态$在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时易发生

显性感染% &T4感染致病的机制一方面是病毒复

制所引起的直接损害作用$另一方面为由此产生的

免疫病理变化% 本组资料表明$ &T4感染占

W!6$Z$易合并黄疸$A= 例患儿中发病年龄 ! 岁内

有 "" 例$占 =!6!Z$而 A:6$Z为急性起病$说明在

人群抗体水平高的情况下儿童仍会有一部分人发

病$并主要表现在肝脏损害% 在 := 例患儿中$有 A

例出现急性重型肝功能损害$均系 &T4感染$占

A6<Z$这 A 例中有 ! 例为 A 月小婴儿$出现肝大*肝

硬化*腹水$白蛋白降至 != LYX$后家长因经济困难$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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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治疗$另 " 例均为 : 岁$实验室检查凝血酶原活

动度曾降到 "#Z$@XK达到 <=# DiY1X及 :A# DiY1X$

肝肿大明显$经积极抢救治疗 ! 月余$好转出院$发

病 " 月余后再次复查肝功能及肝脏超声检查$均恢

复正常% 可见&T4感染引起肝功能损害病情相对

稍重$病程长$恢复慢$但预后尚好%

轮状病毒是婴幼儿秋冬季腹泻的重要致病原$

轮状病毒不仅可以引起肠道内感染而且还可引起肠

道外感染$尸体解剖发现$肝脏的库普弗细胞内有轮

状病毒$从而证实了单个核细胞可携带轮状病毒$也

可能是轮状病毒侵犯肝组织后进入肝内被库普弗细

胞吞噬的结果!""

% 本资料表明$!: 例轮状病毒致肝

功能损害患儿年龄均在 A 周岁内$主要表现为转氨

酶升高$但临床无黄疸$肝大等表现$并且随临床症

状$体征的改善而恢复正常$且年龄越小肝功能异常

发生率越高$考虑与小儿肝功能尚不健全$机体免疫

功能不完善有关% 虽本组资料显示轮状病毒所致肝

脏损害程度不重$病程短$但仍应引起足够重视%

麻疹病毒*流行性腮腺炎病毒及水痘感染目前

在我国有上升趋势$麻疹性肝功能损害的发生主要

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一种非特异性炎症$与一般病

毒性肝炎病理表现有明显不同$呈周边性肝坏死$肝

小叶及小静脉周围肝细胞受损很轻或基本完好$汇

管区及肝实质内的炎症亦少$一般认为是一种免疫

性而非病毒直接侵犯的损害!A"

% 本组资料显示婴

幼儿麻疹肝功能损害多表现为血清酶活性升高$有

" 例伴有黄疸出现$但较轻微$肝功能随病情好转而

恢复$无慢性倾向$预后好% 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是一

种嗜腺体和神经的病毒$而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腺体$

因此流行性腮腺炎病毒亦有嗜肝脏特性% 流行性腮

腺炎病毒有两次病毒血症$可引起多系统损伤$肝脏

的双重血液供应$有利于流行性腮腺炎病毒的局部

复制$导致炎症改变$同时使肝脏充血肿大$这可能

是流行性腮腺炎肝功能损害的机制!W"

% 本组 < 例流

行性腮腺炎病毒感染$有 A 例 DNDX轻度异常$! 例

^̂ K升高$" 例肝脏肿大$另 W 例水痘$病情均较轻$

治疗 " 周后复查均恢复正常%

SN病毒感染婴幼儿常呈不显性感染或有轻微

上呼吸道炎症$青少年显性原发感染主要表现为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DT)$国外资料显示 :#Z E

$#Z的DT患儿发生肝功能损害!<"

% 本组资料显示

: 例患儿中均为@XK升高$多在 W# E!:# iYX$肝大

" 例$黄疸 ! 例$但在治疗 " 周E" 月内均完全恢复%

据文献报道!!"

$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可引起严重

肝功能损害$发生QD&$ 并很快趋于肝功能衰竭$柯

萨奇病毒感染也有在婴儿引起爆发性肝炎的报道$

而我们所统计 > 例肝功能损害多不严重$大多临床

症状轻$肝功能恢复快$这可能与病例数少有关%

综上所述$许多非嗜肝病毒感染均可致肝功能

损害$虽大多症状轻$预后良好$但巨细胞病毒感染

病程长$恢复慢$并且病情稍重!=$>"

$需引起重视%

在临床上应常规检查肝功能$以便及时发现肝功能

损害$在治疗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对肝脏有损害

作用的药物$以免诱发和加重肝脏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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