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患者预后状态两方面来对比分析甲状腺全切术与次

全切术治疗甲状腺多发结节ꎬ为临床术式的选择提供

参考ꎮ
甲状腺全切术全部切除甲状腺腺体ꎬ可彻底清除

病变组织ꎬ不会遗漏病灶ꎬ然而甲状腺全切术创伤较

大ꎬ易损伤颈部其他组织ꎬ特别是喉返神经、喉上神经

及甲状旁腺损伤ꎬ引起声嘶、咳呛、抽搐、低钙等症状ꎬ
导致并发症的发生ꎬ患者需终生服用甲状腺替代药物ꎬ
给患者带来不便ꎮ 甲状腺次全切术针对性切除病变组

织ꎬ保留了甲状腺背侧部分腺体及包膜ꎬ保留了甲状腺

功能ꎬ减少手术损伤ꎬ然而次全切术后残留部分部分组

织ꎬ仍有可能再发结节ꎬ不仅会增加疾病复发的风险ꎬ
甚或有恶变可能ꎬ再次手术治疗ꎬ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性[４]ꎮ
本研究中次全切术组患者切口长度较短且镇痛剂

使用量较少ꎬ总住院时间少于全切术组患者ꎬ对比两组

患者术中出血量无明显差异ꎬ说明甲状腺次全切术可

减少术中损伤ꎬ患者恢复进程加快ꎮ 对比并发症发生

率ꎬ全切术组并发症总发生率较次全切术组高ꎬ全切术

手术切口较大ꎬ若盲目控制切口的大小ꎬ将增加操作难

度ꎮ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中难以界定保留的甲状腺组

织ꎬ若保留腺体组织过多ꎬ则甲状腺结节复发的几率增

加ꎬ而一旦双侧腺体切除过多ꎬ患者甲状腺功能受损严

重ꎬ且意外损伤周围组织的几率增加ꎻ甲状腺全切术切

除了全部腺体ꎬ避免了复发的风险ꎬ但术中需暴露喉返

神经和甲状旁腺ꎬ损伤几率也增加ꎮ 本研究中全切术

组术后 １ 年复发率明显低于次全切术组ꎬ黄华俊等[５]

研究结果支持本结论ꎬ凸显出甲状腺全切术治疗多发

性甲状腺结节降低复发率的优势ꎮ
张斌等[６]研究发现甲状腺结节患者通过手术治

疗后ꎬ机体体内 ＦＴ３、ＦＴ４ 多会有储存量ꎬ但当存储量

被被充分消耗后ꎬ其 ＦＴ３、ＦＴ４ 有显著降低趋势ꎬ本研

究中手术后两组患者血清中 ＦＴ３、ＦＴ４ 含量均较手术

前降低ꎬ与其研究结果一致ꎬ同时本研究中全切术组患

者血清中 ＦＴ３、ＦＴ４ 含量低于对照组ꎬ全切术对患者功

能影响较大ꎮ 甲状旁腺可通过释放 ＰＴＨꎬ发挥调节血

钙代谢、维持血钙稳定的作用ꎮ 本研究中两组手术患

者术后均未出现血清 ＰＴＨ 与血清钙水平变化ꎬ两种手

术对患者甲状旁腺功能损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综上所述ꎬ治疗甲状腺多发结节患者采用甲状腺

次全切术对患者甲状腺与甲状旁腺功能损伤较小ꎬ患
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ꎬ采用甲状腺全切术患者术后

复发率低ꎬ两种术式各有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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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咪替丁与干扰素联合补锌治疗小儿轮状病毒
感染性腹泻的疗效分析

王导利ꎬ　 王　 茜ꎬ　 何阿玲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 目的:研究西咪替丁与干扰素联合补锌在小儿轮状病毒(ＲＶ)感染性腹泻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将我院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收治的 １８０ 例 ＲＶ 感染性腹泻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西咪替丁

＋干扰素＋补锌ꎬｎ＝ ９０)与对照组(西咪替丁＋干扰素ꎬｎ ＝ ９０)ꎬ观察两组治疗效果ꎮ 结果:观察组大便恢

复时间、脱水纠正时间及体温恢复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治疗 ３ｄ 后统计发现ꎬ观察组大便

ＲＶ 抗原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治疗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治疗 １０ｄ 后统计发

现ꎬ两组血锌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上升(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上升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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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血锌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电话随访 ３ 个月ꎬ观察组复发率为 ８.８９％ꎬ对照组复发率为

２０.００％ꎬ两组复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χ２ ＝ ４.２３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西咪替丁与干扰素联合补锌在小儿 ＲＶ
感染性腹泻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ꎬ能在短时间内缓解患儿临床症状ꎬ促进 ＲＶ 抗原转阴ꎬ并提高治疗

效果ꎬ降低后期复发率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关键词】 　 小儿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ꎻ　 西咪替丁ꎻ　 干扰素ꎻ　 补　 锌ꎻ　 疗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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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ꎻ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轮状病毒(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ꎬＲＶ)感染是造成婴幼儿腹

泻、病死的主要原因[１]ꎮ 及时纠正患儿腹泻、脱水、酸
碱失衡等临床病症是挽救患儿生命健康的唯一方式ꎬ
西咪替丁可减轻肠粘膜炎性水肿ꎬ促进绒毛修复ꎬ而干

扰素能抑制病毒复制ꎬ并提高机体免疫功能ꎬ两者均是

治疗小儿 ＲＶ 感染性腹泻的常用药[２ꎬ３]ꎮ 有研究提

出[４]ꎬ锌在维持小肠功能与结构中发挥重要功效ꎬ患
儿在对症治疗的同时补充锌元素ꎬ可在一定程度上优

化治疗效果ꎮ 为证实以上研究结论ꎬ我院开展如下研

究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１.１.１　 纳入标准:患儿年龄 ３ 个月至 ４ 岁ꎬ均符合«中
国腹泻病诊断治疗方案» [５] 中相关标准ꎬ患儿粪便呈

水样或蛋花汤样ꎬ无脓血及腥臭味ꎬ粪便 ＲＶ 抗原检测

阳性ꎻ发病至入院间隔≤４８ｈꎮ
１.１.２　 排除标准: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腹泻者、既往

食物或药物过敏史者ꎮ
１.１.３　 病例资料:将我院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收治的 １８０ 例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患儿纳为研究对

象ꎬ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ꎬ其中

观察组男 ５５ 例ꎬ女 ３５ 例ꎬ年龄 ４ 个月至 ４ 岁ꎬ平均(２.
５９±０.５２)岁ꎬ发病至入院时间 １~２ｄꎬ平均(１.０５±０.２４)
ｄꎬ每日腹泻次数(８.１３±２.１５)次ꎬ对照组男 ５２ 例ꎬ女
３８ 例ꎬ年龄 ３ 个月至 ５ 岁ꎬ平均(２.６１±０.６３)岁ꎬ发病至

入院时间 １~２ｄꎬ平均(０.９８±０.２６)ｄꎬ每日腹泻次数(８.
４１±２.３６)次ꎮ 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ꎮ
１.２　 治疗方法:两组均接受联合西咪替丁与干扰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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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ꎬ西咪替丁 (山东益健药业有限公司ꎬ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３５７９ꎬ规格 ２ｍＬ:０.２ｇ)１０~１５ｍｇｋｇ－１ｄ－１静脉

滴注ꎬ重组人干扰素 α１ｂ(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ꎬ国药

准字 Ｓ１０９５００５２ꎬ规格 １０ｕｇ / 支)肌注ꎬ８ 万 Ｕ / ｋｇꎬ连用

３ｄꎬ观察组在以上基础上加用葡萄糖酸锌片(四川蜀

中制药有限公司ꎬ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５２６０ꎬ规格 ７０ｍｇ)ꎬ
嘱咐患儿每日早晚饭前 １ ~ ２ｈ 各服用两次ꎬ每日

２０ｍｇꎬ６ 个月以下者每日 １０ｍｇꎬ连续治疗 １０ｄꎮ
１.３　 观察指标:①统计两组大便恢复时间、脱水纠正

时间及体温恢复时间ꎮ ②治疗 ３ｄ 后ꎬ统计两组患儿大

便 ＲＶ 抗原转阴率ꎮ ③统计两组治疗效果:治疗 ７２ｈ
后ꎬ评估患儿治疗效果ꎬ分为显效、有效、无效ꎬ治疗总

有效率＝ [(显效＋有效) / 总数] ×１００％ꎮ ④统计两组

血锌水平:分别于治疗前后ꎬ采集患儿空腹静脉血

２ｍＬꎬ检测血锌水平ꎮ ⑤随访 ３ 个月ꎬ统计两组腹泻复

发情况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ꎮ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同一组治疗前后均数比较采

用配对 ｔ 检验ꎬ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
计数资料用例或百分率表示ꎬ两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大便恢复时间、脱水就正时间、体温恢复时

间比较:观察组大便恢复时间、脱水纠正时间及体温恢

复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大便恢复时间脱水纠正时间体温恢复比较(ｘ±ｓꎬｄ)

组别 ｎ
大便恢复

时间

脱水纠正

时间

体温恢复

时间

观察组 ９０ ２.６３±０.６１ ２.２１±０.４４ ２.６８±０.５４

对照组 ９０ ３.４７±０.６３ ３.３８±０.５２ ３.６５±０.６１

ｔ ９.０９ １６.２９ １１.３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大便 ＲＶ 抗原检测情况:治疗 ３ｄ 后ꎬ观察组

大便 ＲＶ 抗原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大便 ＲＶ 抗原检测情况 ｎ(％)

组别 ｎ 转阴例数 转阴率(％) χ２ Ｐ

观察组 ９０ ７７ ８５.５６ ７.９５ <０.０５

对照组 ９０ ６１ ６７.７８

表 ３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９０ ５０ ２９ ８７.７８

对照组 ９０ ４１ ２３ ７１.１１

χ２ ７.６５

Ｐ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２.４　 两组血锌水平比较:经治疗后ꎬ两组血锌水平均

较治疗前显著上升(Ｐ<０.０５)ꎬ观察组上升幅度显著大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治疗后血锌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见表 ４ꎮ

表 ４　 两组血锌水平比较(ｘ±ｓꎬμｍｏＬ / Ｌ)

时间 观察组(ｎ＝ ９０) 对照组(ｎ＝ ９０) ｔ Ｐ

治疗前 ６１.２５±１２.２５ ６０.８７±１３.１１ ０.２０ >０.０５

治疗后 ７２.５８±１３.５８ ６５.６９±１２.８４ ３.５０ <０.０５

治疗前后差值 １１.３３±２.１６ ４.８２±０.６８ ２７.２７ <０.０５

ｔ / Ｐ 同组治疗前后 －８.３２ / <０.０５ －３.５２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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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两组随访结果:电话随访 ３ 个月ꎬ观察组共 ８ 例

复发腹泻ꎬ复发率 ８.８９％ꎬ对照组共 １８ 例复发腹泻ꎬ复
发率 ２０.００％ꎬ两组复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χ２ ＝ ４.２３ꎬ
Ｐ<０.０５)ꎮ
３　 讨　 论

ＲＶ 是引起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体ꎬ目前小儿

ＲＶ 感染性腹泻的依旧以对症治疗为主ꎬ我院研究发

现ꎬ西咪替丁与干扰素联合补锌在轮状病毒感染性腹

泻患儿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ꎬ可在短时间内减轻患

儿临床症状ꎬ促进大便 ＲＶ 抗原转阴、优化治疗效果ꎮ
新生儿小肠绒毛上皮细胞吸收功能低于成年人ꎬ

肠液大量积累便易引起吸收障碍性腹泻ꎬ而 ＲＶ 侵入

肠道后ꎬ首先会在小肠绒毛顶端柱状上皮细胞中不断

繁殖ꎬ迫使柱状上皮细胞坏死脱落ꎬ加速基底细胞向顶

部移行ꎬ减少小肠绒毛柱状上皮细胞刷状缘表面双糖

酶含量ꎬ诱导双糖水解不良ꎬ导致肠道呈现高渗状态ꎬ
腹泻情况加重[６]ꎮ

由于 ＲＶ 抗原成分复杂、种类繁多ꎬ目前临床上对

小儿 ＲＶ 感染性腹泻依旧以对症治疗为主ꎬ本文对照

组采用西咪替丁联合干扰素治疗ꎬ西咪替丁属于 Ｈ２
受体拮抗剂ꎬ能明显抑制食物、组胺、五肽胃泌素等物

质引起的胃酸分泌ꎬ有效减轻肠粘膜炎性水肿ꎬ促进绒

毛修复[７]ꎮ 而干扰素进入机体后ꎬ可与敏感细胞表面

的干扰素受体结合ꎬ产生抗病毒蛋白ꎬ有效抑制胞内病

毒复制ꎬ发挥抗病毒功效ꎮ 本文对照组患者经两药物

联合治疗后ꎬ其大便性状异常、脱水、体温升高等体征

均得以明显好转ꎮ
有研究表明ꎬ缺锌将导致绒毛轻度萎缩ꎬ刷状缘双

糖酶活性下降ꎬ锌元素在维持小肠正常结构、保护小肠

正常功能中发挥重要功效ꎮ 对于 ＲＶ 感染性腹泻患儿

进行基础治疗的同时ꎬ若适当补充锌元素ꎬ对治疗无疑

具有正向作用ꎮ 本文观察组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服用

葡萄糖酸锌片ꎬ结果提示其治疗后血锌水平明显高于

对照组ꎬ且患儿大便性状、脱水纠正、发热等恢复正常

时间均明显缩短ꎬＲＶ 抗原转阴率及治疗有效率更高ꎬ
随访 ３ 个月中腹泻复发率也更低ꎬ这与锌元素能有效

增强肠粘膜细胞再生能力ꎬ促进肠粘膜修复ꎬ利于肠粘

膜对水分及钠离子的重吸收ꎬ缓解患儿肠道高渗状态

相关ꎮ
综上所述ꎬ西咪替丁、干扰素联合补锌在小儿 ＲＶ

感染性腹泻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ꎬ能在短时间内缓

解患儿临床症状ꎬ促进 ＲＶ 抗原转阴ꎬ并提高治疗效

果ꎬ降低后期复发率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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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２３３(２０１９)０８－１３７４－０４

甲状腺手术中应用胶原蛋白海绵预防术后出血
和切口粘连的有效性分析

邱利飞ꎬ　 孙启玉ꎬ　 赵国军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ꎬ　 河北　 承德　 ０６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甲状腺手术中应用胶原蛋白海绵预防术后出血和切口粘连的效果ꎬ为临床应

用提供依据ꎮ 方法:选取我院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收治的 ９８ 例甲状腺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ꎬ随
机分为两组ꎬ即观察组和对照组ꎮ 观察组手术患者切除病变组织后应用超声刀及双极电凝镊彻底止血

后ꎬ在手术创面和颈前肌群中间放入胶原蛋白海绵ꎮ 对照组常规超声刀及双极电凝镊彻底止血后不放

胶原蛋白海绵ꎬ观察手术后负压引流管引流量以及手术切口是否有渗血有粘连ꎮ 结果:观察组患者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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