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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巨细胞病毒感染
与晚发维生素斔缺乏性颅内出血关系临床观察

王文杰暋朱洪峰暋岳屹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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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小儿巨细胞病毒感染与晚发维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的关系暎方法暋椄棸例晚发维生

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患儿进行血巨细胞病毒灢斏旂斖暍肝功能检查棳其中棳阳性患儿 棸例椈同期入院的其他疾病患

儿椄棸例作为对照组暎结果暋晚发维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患儿巨细胞病毒灢斏旂斖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棳棸
例阳性患儿中棳谷丙转氨酶暍总胆红素暍直接胆红素较棾棸例阴性患儿显著异常椈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暎结论

暋巨细胞病毒感染与晚发维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关系密切棳其机制之一是巨细胞病毒引起肝功能损害棳导致

维生素 斔吸收不足暍凝血因子合成障碍棳从而诱发颅内出血暎保肝及抗巨细胞病毒治疗有效暎但巨细胞病毒对

颅内血管的直接损伤机制及对维生素 斔合成有无直接影响棳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暎
关键词暋巨细胞病毒椈维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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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巨细胞病毒棬斆斖斨棭感染导致颅内出血的报道

少见暎晚发维生素 斔 缺乏性颅内出血起病多较

急棳病死率暍致残率高棳幸存者多遗留有中枢神经系

统后遗症棳预后差暎现将我院儿童抢救室棽棸棻棸年

椆月至棽棸棻棽年椆月收治的椄棸例晚发维生素 斔 缺

乏性颅内出血患儿进行回顾性临床资料分析棳报道

如下暎
棻暋临床资料

棻灡棻暋一般资料

椄棸例患儿均符合 斆斖斨 感染诊断标准椲棽椵及晚

发维生素 斔 缺乏性颅内出血诊断标准椲棾椵棳并排除

颅脑外伤及血小板减少症暍血友病等引起颅内出血

的疾病棳年龄棻暙棾月棳其中男椂棻例棳女棻椆例棳纯母

乳喂养儿 棿例棳混合喂养儿棽椂例暎对照组椄棸例

为同期收入院的其他疾病患儿棳无明显年龄差异棳
纯母乳喂养儿棿椆例棳混合喂养儿棾棻例暎
棻灡棽暋临床表现

发病前棿 例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烦躁哭闹棳黄
疸棾椄例棳抽搐棽棿例棳呕吐暍拒乳棻椄例棳嗜睡棻 例棳
双瞳孔不等大 例棳贫血棽椄例棳慢性腹泻棻棸例棳呼
吸道疾病长期应用抗生素椃例棳针刺部位出血不止

棽棸例棳肝大棽椆例棳脾大椄例暎
棻灡棾暋辅助检查

棻灡棾灡棻暋颅脑 斆斣暋检查证实存在颅内出血椈包括

蛛网膜下腔出血暍硬膜下出血暍脑室内出血暍脑实质

出血等暎

棻灡棾灡棽暋凝血功能检测暋凝血酶原时间棬斝斣棭暍部分

凝血活酶时间棬斄斝斣斣棭均延长棳其中棳斝斣 长大

于棻棿棸斢棳斄斝斣斣 长大于棽棾棸旙棳出血时间正常暎
棻灡棾灡棾暋血 斆斖斨灢斏旂斖暍尿 斎斆斖斨灢斘斈斄 检测暋抽

静脉血 棽旐旍棳采用 斉斕斏斢斄 方法检测血 清 斆斖斨灢
斏旂斖棳其中棳阳性者 棸例棳均采用斝斆斠技术检测尿

斎斆斖斨灢斈斘斄棳棽椄例大于正常值暎同时棳对 棸例

斆斖斨灢斏旂斖 阳性患儿中棳纯母乳喂养棾棽例母亲采

用斉斕斏斢斄方法测血清斆斖斨灢斏旂斖暍斏旂斍棳其中棽棾例

血斆斖斨灢斏旂斍阳性棳合并斏旂斖 阳性者棻椄例暎对照

组采用上述同样方法检测患儿血清 斆斖斨灢斏旂斖棳阳
性者椄例棳同样方法检测尿 斎斆斖斨灢斈斘斄棳棽例大

于正常值暎见表棻暎
表棻暋棽组患儿斆斖斨感染例数比较

血斆斖斨灢斏旂斖棬棲棭 尿 斎斆斖斨灢斈斘斄棬椌正常棭
病例组 棸 棽椄
对照组 椄 棽
氈棽 椂灡棽 棽椃灡椃

棸灡棸棸棸 棸灡棸棸棸
暋暋 均椉棸灡棸 棳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棳表明晚发维

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患儿斆斖斨灢斏旂斖 阳性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暎参考椇
棻灡棾灡棿暋肝功能检测暋空腹采集静脉血对晚发维生

素 斔 缺乏性颅内出血患儿进行肝功能检查棳其中

斏旂斖 阳 性 患 儿 谷 丙 转 氨 酶 棬斄斕斣棭暍总 胆 红 素

棬斣斅斏斕棭暍直接胆红素棬斈斅斏斕棭较斏旂斖 阴性患儿显著

升高椈见表棽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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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暋病例组斆斖斨与非斆斖斨感染患儿

肝功异常例数比较

组别 斄斕斣棬椌椂棸斦棷斕棭 斣斅斏斕棬椌棾棿斦旐旐旓旍棷斕棭 斈斅斏斕棬椌棽棸斦旐旐旓旍棷斕棭
斆斖斨灢斏旂斖棬棲棭组 棿棽 棾 棾棸
斆斖斨灢斏旂斖棬棴棭组 椄 椂 棿

氈棽 棻棾灡椆 棽棾灡棻 棻椆灡椂
棸灡棸棸棻 棸灡棸棸棸 棸灡棸棸棸

暋暋 均椉棸灡棸 棳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暎
棻灡棾灡 暋 血常规检测 暋 斎斍斺椂棸灢椆棸旂棷斕 占 棽棿 例棳
斎斍斺棾棸灢椂棸旂棷斕占棻 例棳其余 斎斍斺正常暎
棻灡棿暋统计学分析

采用斢斝斢斢棻棾灡棸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棳计
数资料采用氈棽 检验棳 椉棸灡棸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暎
棻灡 暋治疗与转归

入院后均给予维生素 斔棻棻旐旂棷旊旂肌注棬嘱肌

注后按压针刺部位 暙棻棸旐旈旑棭棳每日棻次棳连用棾斾棳
贫血严重者给予输血浆暍悬浮红细胞棳肝功损害者

予还原性谷光肝肽保肝棳斆斖斨 阳性者给予更昔洛

韦抗病毒棳并给予地塞米松减轻炎症反应暍甘露醇

减轻脑水肿暍镇静止惊暍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暎
棿例因出血量多暍频繁抽搐棳患儿家长放弃治

疗棳棾例因脑疝抢救无效死亡暎棽例复查 斆斣 出现

新发出血灶棳家长到上级医院治疗暎余经上述治疗

暙椃斾复查凝血功能棳斝斣暍斄斝斣斣 均恢复正常暎椃
暙棻棿斾复查肝功能暍斆斣棳斄斕斣暍胆红素均不同程度

的下降棳斆斣显示出血灶逐渐吸收暎治愈棿棽例棳好
转椃棻例暎
棽暋讨论

斆斖斨感染是由人巨细胞病毒引起暎我国是

斆斖斨感染的高发地区棳孕妇抗体阳性率高达椆 棩
左右椲棿椵暎斆斖斨 主要通过胎盘暍产道暍母乳暍唾液等

方式传染给婴儿暎本文 棸例斆斖斨 感染合并晚发

型维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患儿棬年龄均在棻暙棾
个月棭棳棾棽例为纯母乳喂养儿棳其中棽棾例患儿母亲

斆斖斨灢斏旂斍 阳 性 棬椃棻灡椆棩棭棳棻椄 例 患 儿 母 亲 斆斖斨
斏旂斖 抗体 阳 性 棬椂灡棾棩棭棳表 明 母 乳 传 播 与 婴 儿

斆斖斨感染密切相关暎斆斖斨 感染可导致多脏器功

能损害棳其中棳肝脏损害 多见棳病变可累及肝细

胞棳导致肝细胞广泛坏死棳还可累及肝内胆管棳导致

胆汁淤积椲椵暎
晚发维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是指生后棽周

暙棾月发病棳由于维生素 斔 缺乏导致维生素 斔 依

赖凝血因子活性降低而导致的出血暎栻暍桏暍桖暍桗

等凝血因子主要在肝微粒体内合成棳此过程需维生

素 斔参与暎
本文通过对上述椄棸例病例的临床分析棳并通

过对照组对照得出显著统计学差异棳认为斆斖斨 感

染与晚发维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关系密切暎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椇棻棭维生素 斔 的吸收需要胆汁的

参与棳而斆斖斨感染可以导致胆汁淤积暍排泄障碍棳
影响维生素 斔吸收椈棽棭栻暍桏暍桖暍桗等凝血因子主

要在肝脏合成棳斆斖斨 感染导致肝脏损害暍肝功能

异常棳影响上述凝血因子的合成椈棾棭纯母乳中维生

素 斔 含量少棳且母乳传播增加了纯母乳喂养儿患

斆斖斨感染的风险暎棿棭王凤等椲椂椵报道斆斖斨可以导

致血管内皮细胞炎症改变棳导致血管渗透性增加棳
增加了颅内出血的风险暎但 斆斖斨 对颅内血管的

具体损伤机制及对维生素 斔 的合成有无直接影

响棳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暎
胎儿出生时大都常规注射维生素 斔棻棳维生素

斔缺乏性颅内出血发病率已明显下降棳但对于合并

有肝功能损害及 斆斖斨 感染者棳单纯补充维生素

斔棻效果差棳应同时进行保肝及抗 斆斖斨 治疗暎我

院 棸例斆斖斨感染患儿棳给予更昔洛韦棬旐旂棷旊旂棷
次棳每日棽次棭棳连续应用棽周棳取得良好治疗效果暎
因颅内出血预后差棳幸存者可能遗留有不同程度的

神经系统后遗症暎故笔者认为早期预防更为重要暎
应加强母孕期及哺乳期保健棳可把 斆斖斨 筛查作为

常规保健措施之一棳对斆斖斨灢斏旂斖 阳性的母亲应暂

停哺乳椈对于新生儿暍棻暙棾月纯母乳喂养儿暍黄疸

持续不退或退而复升暍肝功能损害及胆红素升高的

小婴儿亦应检测血 斆斖斨灢斏旂斖 抗体暍凝血功能棳做
到疾病早发现暍早预防暍早诊断棳早治疗棳避免严重

后果发生暎
参考文献椇
椲棻椵暋赵继顺棳阮强棳孙梅棶小儿巨细胞病毒感染棻棿棽例临床分析

椲斒椵棳小儿急救医学棳棽棸棸棾棳棻棸棬棾棭椇棻棿椆灢棻棸棶
椲棽椵暋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感染消化学组棶巨细胞病毒感染诊断方

案椲斒椵棶中华儿科杂志棳棻椆椆椆棳棾椃棬椃棭椇棿棿棻棶
椲棾椵暋胡亚美棳江载芳棶诸福棠实用儿科学椲斖椵棶椃版棶北京椇人民卫

生出版社棳棽棸棸棽椇棿椄棻棶
椲棿椵暋沈晓明棳王卫平棶儿科学椲斖椵棶椃版棶北京椇人民卫生出版社棳

棽棸棸椄椇棻棽椃棶
椲椵暋方峰棶巨细胞病毒感染与肝脏损害椲斒椵棶实用儿科临床杂志棳

棽棸棸椂棳棽棻棬棻棸棭椇椄棽灢椄棾棶
椲椂椵暋王凤棳吴建敏棳周亚滨棳等棶人巨细胞病毒感染致血管内皮细

胞损伤机制的研究椲斒椵棶山东大学学报棳棽棸棸椃棳棿 棬棻棻棭椇棻棸椄棾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棽灢棻棻灢棻 棭

椂棻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