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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在减轻轮状病毒性腹泻
患儿心肌损害中的应用

姜　 琳ꎬ　 田晓博

(辽宁省沈阳市妇婴医院ꎬ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在减轻轮状病毒性腹泻患儿心肌损害治疗中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的应用价

值ꎬ并总结临床经验ꎮ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我科诊治的 ７４ 例轮状病毒性腹泻患儿ꎬ以
随机数字法划分为对照组(３７ 例)和观察组(３７ 例)ꎬ对照组进行常规治疗ꎬ观察组在常规基础上进行双

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ꎬ记录并分析治疗前后两组患儿持续腹泻时间、血清中激素胃泌素(ＧＡＳ)、胃动

素(ＭＯＴ)、血管活性肠肽(ＶＩＰ)的水平变化以及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ꎮ 结果:治疗 ７ｄ 后观察组患儿持

续腹泻时间(３.６９±０.９８ｄ)低于对照组(４.４０±１.０４ｄ)(Ｐ<０.０５)ꎻ治疗前血清中三组激素指标不存在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ꎬ治疗后的观察组 ＧＡＳ(７２５.４５±１２３.７４μｇ)、ＭＯＴ(２６６.４１±５８.４７μｇ)、ＶＩＰ(１４４.２８±４０.
１９μｇ)水平均有所降低ꎬ且观察组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治疗前观察组患儿腹泻时间与对照组无统

计学差异ꎻ治疗 ４ｄ、７ｄ 后两组患儿持续腹泻时间均有所下降ꎬ且治疗 ７ｄ 后患儿持续腹泻时间高于治疗

４ｄꎬ但低于治疗前ꎻ治疗 ７ｄ 后观察组患儿持续腹泻时间(３.６９±０.９８ｄ)低于对照组(４.４０±１.０４ｄ)(Ｐ<０.
０５)ꎻ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治疗率(９４.５９％)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５.６８％)(Ｐ<０.０５)ꎮ 结论:双歧杆菌四

联活菌片在减轻轮状病毒性腹泻治疗中发挥明显作用ꎬ能够明显患儿体内致病激素和炎因子ꎬ加快常规

治疗速度ꎬ值得在相关临床疾病中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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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１.０４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３.６９ ±０.９８ｄ)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９４.５９％)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７５.６８％)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ｉｌｉａｎｋａｎｇ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Ｉｔ ｃ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ｂｏｄｙꎬ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ＳｉＬｉａｎｋａｎｇꎻ　 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ꎻ　 Ｈｏｒｍｏｎｅꎻ　 Ｍｏｔｉｌｉｎꎻ　 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

　 　 轮状病毒性腹泻一种破坏胃肠道内水盐平衡致使

肠壁脱水、破坏分解糖类阻塞消化机制类病毒ꎬ多发于

婴幼儿[１]ꎮ 近年来有研究人员发现ꎬ轮状病毒除了侵

入人体胃肠器官破坏消化菌群环境以外ꎬ还会在消化

系统内分泌环境失衡之际穿过薄弱保护屏障进入血液

感染血循环ꎬ导致病毒随血循环过程进入心肌器官损

害心肌功能ꎬ威胁人体生命ꎮ 杨晓卫研究结论说明ꎬ患
儿胃肠环境电解失衡ꎬ消化分解紊乱异常ꎬ显性表现为

排泄物稀释ꎬ而双歧杆菌等活性益生菌可帮助人体内

重建菌群平衡ꎬ修复损壁肠粘膜ꎮ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片所含益生菌类可以改善原肠道内失衡菌群环境和水

盐环境ꎬ破坏轮状病毒毒素产生机制ꎬ增强胃肠道功

能ꎬ从而减轻患儿消化不良、腹泻严重等症状ꎬ同时降

低病毒繁衍ꎬ避免病菌进入血循环感染血液损害心肌

功能[２]ꎮ 本研究将我科诊疗的 ７４ 例轮状病毒性腹泻

患儿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和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

组进行试验ꎬ研究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在轮状病毒性

腹泻患儿治疗中的应用价值ꎬ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我科

诊治的轮状病毒性腹泻患儿 ７４ 例ꎬ以简单随机数字法

划分为对照组(３７ 例)和观察组(３７ 例)ꎬ对照组进行

常规治疗ꎬ观察组在常规基础上进行双歧杆菌四联活

菌片治疗ꎮ 其中常规治疗组 ３７ 例ꎬ男 ２０ 例ꎬ女 １７ 例ꎬ
平均(２.３±１.２)岁ꎻ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组 ３７ 例ꎬ
男 １８ 例ꎬ女 １９ 例ꎬ平均(２.５±１.５)岁ꎮ 两组轮状病毒

性腹泻患儿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上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ꎮ 纳入标准:①所有入选患儿均符合«儿科

学»(第 ７ 版) [３] 中轮状病毒性腹泻的评判标准ꎻ②患

儿在临床上表现出短促、紧急性持续腹泻ꎬ大便呈稀糊

状ꎬ病情持续时间超过 ３ｄꎬ或伴有发烧等症状ꎻ③患儿

便常规检测发现白细胞<５ 个 / ＨＰꎬ且无其他致病因

素ꎮ 排除标准:①胃肠道发育不全患儿ꎻ②存在肝、肾
类疾病ꎬ造血凝血功能异常患儿ꎻ③对本研究所用药物

过敏患儿ꎮ 本研究已征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准许ꎬ
所有患儿及家长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治疗法:对照组患儿采用

常规治疗法ꎬ单独进行口服蒙脱石散剂(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
ｉ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ꎬ先声药业有限公司ꎬ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０３０７)
进行治疗ꎬ１ 岁以下患儿每日 １ 袋ꎬ１ 岁到 ２ 岁患儿每

日 １~２ 袋ꎬ２ 岁以上患儿每日 ２~３ 袋ꎬ所有剂量分为 ３
６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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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服用ꎬ服用前倒入温开水搅匀ꎮ
１.２.２　 观察组患儿采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治

疗法:观察组患儿在口服蒙脱石散剂的基础上进行双

歧杆菌四联活菌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ꎬ杭州龙

达新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ꎬ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６００１０)进行

治疗ꎬ一日 ３ 次ꎬ一次 ３ 片ꎬ选择餐后以温开水服

用[４ꎬ５]ꎮ
１.３　 观察指标:记录并比较治疗前和治疗后 ４ｄ、７ｄ 内

两组患儿在腹泻时间和治疗效果上的变化差异ꎮ ７ｄ
后患儿大便性质和频率正常则为有效ꎻ７ｄ 后患儿大便

性质和频率有所改善但仍存在间或发烧现象则为一

般ꎻ７ｄ 后患儿大便性质和频率无明显好转则为无效ꎮ
总有效治疗率 ＝ (有效例数 ＋一般例数) / 总例数 ×
１００％ꎮ 两组患儿在入院治疗和治疗后分别抽取空腹

静脉血ꎬ以 ３０００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ｍｉｎ 取上清液ꎬ使用多功

能酶标仪(ＥＸＬ８００ 美国伯腾)以及配套试剂盒检测治

疗前和治疗 ７ｄ 后患儿血清中激素胃泌素(ＧＡＳ)、胃动

素(ＭＯＴ)、血管活性肠肽(ＶＩＰ)的水平变化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软件处理数据ꎬ计量

资料以 ( ｘ ± ｓ) 表示ꎬ患儿腹泻持续时间以及 ＧＡＳ、
ＭＯＴ、ＶＩＰ 水平组间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均数 ｔ 检
验ꎻ计数资料中患儿治疗效果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比较治疗前和治疗后 ４ｄ 以及 ７ｄ 内两组患腹泻

持续时间:经检验时点平均显著性 < ０. ０５ꎬ不符合

Ｍａｕｃｈｌｙ 球形检验ꎮ 在治疗 ７ｄ 内ꎬ对照组和观察组时

点、交互显著性明显(Ｐ <０.０５)ꎮ 根据各时点比较结

果ꎬ治疗前两组患儿腹泻持续时间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ꎬ治疗后两组患儿腹泻持续时间均有所下

降ꎬ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ꎻ治疗后 ４ｄ 的患儿的持续腹

泻时间不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ꎻ治疗后 ７ｄ 后的

患儿持续腹泻时间下降(Ｐ<０.０５)ꎬ且观察组下降更明

显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腹泻时间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ｄ) 治疗后 ４ｄ(ｄ) 治疗后 ７ｄ(ｄ)

对照组 ３７ ４.５７±１.６３∗ ３.２１±０.５４∗ ４.４０±１.０４∗

观察组 ３７ ４.８４±１.３２＃ ３.１０±０.４２＃ ３.６９±０.９８＃

Ｆ时点 ６９.６２７ｂ

Ｐ时点 <０.００１

Ｆ交互 ７.８７６ｂ

Ｐ交互 ０.００１

　 　 注:＾ｔ、＾Ｐ 示对照组组内对比检验值ꎻ∗ｔ、∗Ｐ 示观察组组内对比检验值ꎻ＃ｔ、＃Ｐ 示组间对比检验值

２.２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ＧＡＳ、ＭＯＴ、ＶＩＰ 水平变化差

异:治疗前两组患儿血清中 ＧＡＳ、ＭＯＴ、ＶＩＰ 水平不存

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ꎻ治疗 ７ｄ 后的两组血清 ＧＡＳ、

ＭＯＴ、ＶＩＰ 水平存在明显差异ꎬ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ＧＡＳ ＭＯＴ ＶＩＰ 水平变化比较(ｘ±ｓꎬμｇ / Ｌ)

组别 ｎ ＧＡＳ
治疗前　 　 　 治疗 ７ｄ 后

ＭＯＴ
治疗前　 　 　 治疗 ７ｄ 后

ＶＩＰ
治疗前　 　 　 治疗 ７ｄ 后

对照组 ３７ １２０４.０３±１９８.７２ ７９８.３８±１４２.１７ ５５８.４±７８.５４ ３１２.６４±６０.６４ ５９９.０３±１７８.７５ １８９.７３±４８.５９

观察组 ３７ １１９８.９６±１９５.３９ ７２５.４５±１２３.７４ ５６０.２７±８０.０１ ２６６.４１±５８.４７ ６０３.６７±１７５.３４ １４４.２８±４０.１９

ｔ ０.１１１ ２.３５４ ０.１０１ ３.３３８ ０.１１３ ４.３８４

Ｐ ０.９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９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９１１ <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从整体上分析可得:观
察组患儿的有效治疗例数多于对照组ꎬ总有效治疗率

也明显多于对照组ꎬ组间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Ｐ <０.
０５)ꎬ见表 ３ꎮ

７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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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ｎ(％)

组别 ｎ 有效 一般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３７ １５(４０.５４) １３(３５.１４) ９(２４.３２) ２８(７５.６８)

观察组 ３７ ２４(６４.８６) １１(２９.７３) ２(５.４１) ３５(９４.５９)

χ２ ５.２３２

Ｐ ０.０２２

３　 讨　 论

轮状病毒性腹泻是婴幼儿期的常见疾病ꎬ由于婴

幼儿期各项生理机制尚不成熟ꎬ抵抗力水泡较低ꎬ病毒

一旦侵入体内很容易ꎬ破坏原先屏障细胞平衡ꎬ诱发体

内感染疾病[６]ꎮ 有相关调查显示ꎬ轮状病毒性腹泻多

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５ 岁以下婴幼儿ꎬ其死亡率超过

５％ꎬ表明轮状病毒一旦侵入幼儿体内且未得到及时治

疗便极易威胁幼儿生命ꎮ 分析高治华[７] 研究数据发

现ꎬ轮状病毒破坏幼儿体内胃肠消化环境主要通过分

解质变实现ꎬ病毒侵入体内后粘结肠壁细胞导致细胞

内乳糖酶质变ꎬ而乳糖酶是分解乳糖使之分化为易被

人体吸收的小分子糖(半乳糖和葡萄糖)的主要酶类ꎮ
半乳糖是脑组织发育的必要成分ꎬ而葡萄糖则是人体

新陈代谢的能量来源ꎬ病毒粘结乳糖酶使之质变后导

致幼儿胃肠消化过程遭到破坏ꎬ体内水盐失衡致使肠

道脱水ꎮ 因此ꎬ阻止轮状病毒在胃肠内转化为有毒因

子并进行彻底治疗ꎬ需从来源处破坏致病条件ꎮ
乳糖酶遭到轮状病毒粘结坏之后不能分解乳糖ꎬ

却可以进行转化机制生成低分子聚糖进行作用ꎮ 低聚

糖是水溶性纤维分子ꎬ它不与病毒细菌粘结作用ꎬ却可

以被双歧杆菌转化ꎬ以此避开病毒作用渠道[８]ꎮ 双歧

杆菌四联活菌片所含双歧杆菌可以避免乳糖酶与病毒

粘结ꎬ减少病毒滋生ꎬ改善肠道内失衡菌群环境ꎬ增强

胃肠道功能ꎬ同时形成一道保护屏障ꎬ减少对生态屏障

的损害及心肌炎等ꎬ维持正常血循环ꎮ
本试验分析了 ７４ 例轮状病毒性腹泻患儿的临床

症状ꎬ随机分为两组进行对比试验ꎬ主要研究双歧杆菌

四联活菌片在轮状病毒性腹泻患儿治疗中的应用机

制ꎮ 在研究过程中检测了患儿的激素胃泌素(ＧＡＳ)、
胃动素(ＭＯＴ)、血管活性肠肽(ＶＩＰ)ꎬ并将患儿腹泻持

续时间作为显性效果比较ꎮ 胃肠内分解消化机制通过

分泌激素进行:激素胃泌素(ＧＡＳ)以胃酸分泌促进肠

道蠕动消化ꎻ胃动素(ＭＯＴ)则在肠蠕动间进行肠内清

洁ꎬ促进排泄ꎻ血管活性肠肽(ＶＩＰ)作为一种胃肠肽可

刺激胃肠神经ꎬ加强排泄[９]ꎮ 本研究中两组轮状病毒

性腹泻患儿在治疗后均进行三项指标检测ꎬ检测数据

表明治疗后两组患儿 ＧＡＳ(７２５.４５±１２３.７４μｇ)、ＭＯＴ
(２６６.４１±５８.４７μｇ)、ＶＩＰ (１４４.２８±４０.１９μｇ)水平均有

所下降ꎬ且观察组(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组)数据

远低于对照组(常规治疗组)ꎬ说明两组患儿胃肠消化

有所控制ꎬ且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存在加强常规治疗

作用ꎮ
除此之外ꎬ本研究中关于患儿腹泻持续时间的数

据表明ꎬ治疗后的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腹泻时间均呈

现下降后再次上升状态ꎬ治疗后两组患儿的总持续腹

泻时间均低于治疗前ꎬ且观察组(３.６９±０.９８ｄ)远低于

对照组(４.４０±１.０４ｄ)(Ｐ<０.０５)ꎬ观察组的总有效治疗

率(９４.５９％)高于对照组(７５.６８％)ꎮ 此结论与血清中

三项指标检测结论一致ꎬ说明患儿体内炎因子明显降

低ꎬ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在治疗效果上起到明显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能够降低体内异

常活跃激素和致炎因子ꎬ加快常规治疗速度ꎬ在减轻轮

状病毒性腹泻治疗中具有明显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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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２３３(２０１９)１２－２０７９－０４

经支气管镜冷冻及高频电灼在中央型肺癌致
气道狭窄中的疗效分析

胡　 莺ꎬ　 陈晓霞ꎬ　 李王平ꎬ　 潘　 蕾ꎬ　 李春梅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２８)

【摘　 要】 目的:探讨经支气管镜冷冻及高频电灼在中央型肺癌致气道狭窄中的疗效ꎮ 方法:将我

院收治的 ９０ 例中央型肺癌致气道狭窄患者依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高频电灼组(３０ 例ꎬ实施经支气管镜

高频电灼治疗)、支气管冷冻组(３０ 例ꎬ实施经支气管镜冷冻治疗)及联合治疗组(３０ 例ꎬ经支气管镜冷

冻及高频电灼治疗)ꎬ观察治疗后三组临床疗效、气促评分、肺功能[用力肺活量(ＦＶＣ)、第 １ 秒钟用力

呼吸量(ＦＥＶ１)、最大自主通气量(ＭＶＶ)]ꎮ 结果: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总有效率较高频电灼组、支气管冷

冻组明显高(Ｐ<０.０５)ꎻ治疗后三组气促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ꎬＦＶＣ、ＦＥＶ１、ＭＶＶ 明显升高ꎬ且治疗后

联合治疗组各项指标变化最大ꎬ支气管冷冻组次之ꎬ高频电灼组最小ꎬ三组之间两两相较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ꎮ 结论:经支气管镜冷冻及高频电灼在中央型肺癌致气道狭窄患者中的近期疗效相当ꎬ两者联合

应用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ꎬ并明显改善患者气促症状及肺功能ꎮ
【关键词】 　 中央型肺癌ꎻ　 气道狭窄ꎻ　 支气管镜ꎻ　 冷　 冻ꎻ　 高频电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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