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讨论

肿瘤的发生原因有凋亡抑制、细胞增殖失控等原因, 其可以让肿瘤细胞

出现失控的生产状态,如果携带 DNA损伤的细胞凋亡时被细胞凋亡抵抗机

制所阻止的话,故肿瘤形成的基础为抵抗凋亡的形式。进行治疗的化疗的

方法就是起到这种效果来进行治疗的 [ 1],故让其凋亡能够让细胞抑制生长。

恶性肿瘤一般都体现出凋亡的减少、增生的亢进这两种情况。在进行治疗

时让癌细胞的增生得到抑制的效果只是可以让其情况有所缓慢的情景,可

是并不可以对其到达有效治愈的效果。诱导细胞凋亡却有很大的价值性。

众多学者证明凋亡受抑制和肿瘤的耐药有很大的关联性 [ 2]。而治疗卵巢癌

的药物中 DDP是经证明效果比较好的药物,他的作用就是让肿瘤细胞出现

凋亡的表现。本文中通过实验已经表明 DDP耐药的情况下也有效果。不同

的浓度经研究可以看到其比耐药株高很多。 DDP浓度越大则凋亡率也会随

着其有所增加。其能够使 COC1 /DDP、COC1出现凋亡的情况。可是在敏感

性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性, 其也许为细胞凋亡受抑制所致使的。有学者称

DDP的凋亡和敏感性合卵巢癌细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耐药细胞不会那

么容易就出现凋亡。Vaism an等经过实验进行研究的结果证明如果亲代细

胞与耐药的存活率一样的话其凋亡率时不同的。本文中的结果也证明了此

点。 Sh i等也经过研究认为它的增敏机理就是能够增强 DDP诱导凋亡的

功效。

DDP能够让很多种的肿瘤细胞出现凋亡、分化、抑制增殖等作用。但是

这种机理现今还没有研究明了, 学者研究称 [ 2] 其可以通过 P38 /AP - 1 /

FasL /Fas、JNK死亡的受体来进行作用。现今的文献证明 DDP可以到达让

卵巢癌细胞出现凋亡的明显效果 [ 3]。这中调控因子有只含 BH 3结构域的

蛋白、促凋亡因子、抗凋亡因子等等。Bad、b cl- xl、bax等和 B cl- 2都是用二

聚体这种形式来起到功效的。这表明 bax和 bcl- 2的比例能够起到调节了

细胞凋亡的功效。现今癌基因和 DDP的相关性以及和凋亡的调控机制、凋

亡的量效这几项之间的关联的研究还需要众多学者共同去探讨,以早日发

现其本质,为肿瘤的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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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状 QRS波与心肌缺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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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常规 12导联平静心电图中碎片状 QRS复合波的出现,具有诊断陈旧性心肌梗死的意义。本研究发现 fQRS波也可见于冠心病心肌缺血

心电图中,故认为 fQRS波是提示心肌缺血的一种标志。方法:随机选取 2008~ 2009年作者单位心内科住院病房患者 520名,并给予其心电图、平板运动及

冠状动脉造影 ( CAG)等各项检查。假使平板运动、CAG、平板运动 /CAG任一结果阳性为诊断心肌缺血的金标准,并依此来观察 fQRS波在诊断心肌缺血时

的意义。结论: fQRS在诊断心肌缺血方面有着较高的特异性和阴性预测值,其出现能够预测心肌缺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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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a F ragm ented QRS Com plex in m yocard ia l ischem ia� ZHAO Li- hua

�Abstract�Objective: Background and Ob jective The appearan ce of a fragm en tedQRS com plexes ( fQRS ) on a rest ing 12- lead electrocard iogram ( ECG) w as re-

garded as am arker of a p rior silen tM I. In our study, w e find that the fQRS w as also appears in pat ien tsw ithm yocard ia l ischem ia. We, therefore, postu late that the fQRS

m ay be a sign ofm yocardial isch em ia.M ethods: 520 patients w ere selected random ly in our hosp ita,l and w ere g iven ECG, CAG and exercise treadm ill test. W e use the

exercise treadm il l test, CAG, and exercise treadm ill test and /or CAG as the gold standard of the myocaridal ischem ia, and observe the valu e of fQRS in myocard ial ische-

m ia accord ing to the gold standard. Conclusions: The fQRS has th e h igh specificity and n egat ive pred ictive va lue form yocard ial isch em ia. The presence of fQRSm ay de-

note the ex istence ofm yocardial isch em ia.

�Key w ords� fQRS; Myocard ial ischem ia; ECG; Coron ary angiography; Exercise treadm ill test

� � M ith ileshK. Das等学者认为心电图中碎片状 QRS复合波 ( fQRS )的出

现,在排除束支传导阻滞和起搏心律后,具有提示某患者曾发生过心肌梗死

的意义 [1]。我们发现 fQRS波也可见于冠心病心绞痛、无症状型心肌缺血的

心电图中。

心肌缺血是冠心病的早期表现, 研究表明心肌缺血是冠心病死亡率和

急性冠脉事件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我们用于诊断心肌缺血的方法有很

多, ECG,它检查方便,经济,但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较低 [2]。平板运动是最有

价值的无创性检查,但其假阳性率较高。CAG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但是

在我省,患者大多以农民阶层为主, 昂贵的价格不能为大多数患者接受,其

次有创性也限制了它不能作为首选检查手段。研究目的探索 ECG中 fQRS

波与心肌缺血的关系。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取 2008~ 2009年本单位心内科住院病房患者 520

名,并给予其行心电图、平板运动、CAG等各项检查, 通过上述检查,排除心

肌梗死、束支传导阻滞或起搏心律 ( 120 )后, 余下患者 ( 400 )进行下一步

研究。

1. 2� 诊断标准: (一 ) ECG:在 QRS波群时限 < 120m s, 且在 1个以上连

续导联中,对应于冠状动脉供血区域,出现附加的 R波 ( R )'或在 S波的底部

出现顿挫,或者出现 > 1R '的不规则 QRS波形等。一个病人的心电图中 fQRS

波可出现于一个以上的主要冠脉供血区域。 fQRS波在 V1~ V5导联中出

现,提示前壁或前降支支配区域心肌缺血;在�、aVL、V5、V6导联中出现, 提

示侧壁或回旋支支配区域心肌缺血;在 �、�、aVF导联中出现, 提示下壁或

右冠支配区域心肌缺血 [ 1]。 (二 ) CAG:是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 [ 3]。冠状动

脉内径狭窄程度� 75%即可确诊冠心病心肌缺血。左心室造影观察有无局

部室壁运动障碍排除陈旧性心肌梗死。 (三 )平板运动: 如出现 � 运动中或
运动后出现典型心绞痛。 � 以 R波为主的导联运动中或运动后出现 ST段

水平或下斜型下移 > 0. 1mV, 持续时间 2m in以上。 � 除 aVR导联外,运动

中或运动后 ST段弓背型上移 > 0. 1mV。�运动中或运动后出现 T波正常

化,认为存在心肌缺血 [ 4]。

图 1� A:患者的 12导联 ECG中�、�、aVF导联 fQRS波。

B:右冠状动脉 95%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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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比该患者的 CAG和 ECG结果,发现其右冠状动脉有 95%的狭窄

病变,而对应的,其 ECG中的�、�和 aVF导联出现了 fQRS波。

1. 3�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年龄 )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 ( x � s)表示;敏

感性:检验方法诊断真阳性的例数除以所定标准诊断的总体患病人数;特异

性:检验方法诊断真阴性的例数除以所定标准判定的没有患病的人群总数;

阴性预测值说明不存在某种指标 ( fQRS )对应着易患某种疾病 (心肌缺血 )

的可能性较小。

2.结果

研究对象 400名患者,平均年龄为 ( 56. 1 � 10. 5)岁,男性 136人。分别

以平板运动试验 ( + )、CAG ( + )、平板运动 /CAG ( + )为诊断心肌缺血的金

标准, 并以此来描述 fQRS波在诊断心肌缺血时的敏感性、特异性、阴性预

测值。

以平板运动 ( + )为金标准, fQRS波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阴性预测值

分别为 46. 0%、68. 0%、94. 9% ;以 CAG( + )为金标准, fQRS波诊断的敏感

性、特异性、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55. 4%、86. 9%、96. 7% ; 以平板运动 /CAG

( + )为金标准, fQRS波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45. 1%、

74. 1%、95. 3%。

fQRS波诊断心肌缺血时同平板运动及 CAG的比较 (健康体检总人群心

肌缺血的发生率约为 6. 3% )心电图 fQRS波在诊断冠心病心肌缺血时有着

较高的特异性和阴性预测值,为 ECG中 ST - T改变诊断心肌缺血增添了新

的标准。

3.讨论

正常心脏除极沿传导性相对一致的各层心肌传播, 除极波面光滑而同

步,心电向量走形光滑, QRS波很少产生切迹。大量研究表明慢性缺血会导

致缺血相邻的心内膜下心肌组织的增殖、细胞的肿胀及缝隙连接面积的减

少等 [5] ,这些改变导致了缺血心肌冲动传导的异常,使得缺血心肌早于周围

正常心肌开始复极,且缺血心肌组织传导速度有所下降,会使心室肌被激活

的顺序发生改变 [ 2] ;心室的电活动在 ECG上通过 QRS波表现出来。研究表

明 QRS波电位的异常改变可能是反映缺血心肌电活动的一种直接和敏感的

标志 [ 6]。病理生理证实缺血可导致: 心肌组织的各向异性及电活动的非同

步性增加,并使得后除极及折返形成 [ 1]。心肌电活动的非同步性会产生多

个除极波面,当经过传导性不同的各层心肌时,其表面电位重叠而导致切迹

的产生 [ 6] ;这在体表 12导联平静心电图上就表现为各种不规则的 QRS波群

即 fQRS波,各种形态的 QRS波代表了心肌激活的不同顺序,这取决于心肌

缺血的程度和分布的位置。

4.结论

ECG中 fQRS波的出现,在诊断冠心病心肌缺血时有着较高的特异性和

阴性预测值, 其出现能够预测心肌缺血的存在, 与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一

致 [ 7] ,而不存在 fQRS波则意味着发生心肌缺血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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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症新生儿转运急救实践训练的临床意义

周燕群 � 杨志兰 � 王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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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危重症新生儿转运急救实践训练的临床意义。方法:采取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培训, 具体有以下几种: � 文字教育方
法; � 语言讲解方法; � 实习带教法; �阶段性培训法; � 场景模拟训练; 方法培训结束时,考核其急救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掌握情况。统计合格与不合格者,

再对训练前、后合格者所占人数百分比进行比较评价。结果:在模拟训练后转运护士急救知识的掌握程度均较训练前有明显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在模拟训练后,各项急救操作技能均有显著提高 ( P< 0. 05) ;转运急救模拟训练后临床综合评价各项分值均明显高于训练前, 与训练前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结论:在模拟训练后,护士对急救物品的准备和突发急救的应对能力、临床实际操作技能均得到明显的提高;护士可以面对不同

的急救,进行有效的应对和配合。

�关键词 �危重症新生儿;急救转运;实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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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nger critica lly ill newborn transports the first a id practice training the clin ica l sign ificance� ZHOU Y an- qun, QANG Zh i- lanWANG Xue- zhen�
S ichuan Chongzh ou Peoples'H ospitalDepartm en t of ped iatrics 611230

�Abstract�Objective: The analysis danger crit ically ill n ewborn tran sports the first aid p ract ice train ing the clin ical s ign ifican ce. M ethods: Adop ts the m ethod

w h ich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p erat ion un ify to carry on tra in ing, has th e follow ing several k inds specifically: � W riting educat ion m ethod; � Language exp lanat ion

m ethod; � Pract ice gu idan ce and teach ing law; �Gradual train ing law; � S cene sim u lat ion train ing m ethod; W hen train ing ended, in spected its f irst aid know ledge and

the operation sk ill k eeps abreast of th e s ituation. C ounts qu alifiedw ith not the passer, to train s the before and after passer to accoun t for the popu lation p ercentage again

to carry on qu ite app raises. R esults: B efore s imu lat ion train ing transports nurse to adm in is ter f irst aid the know ledge to grasp the degree to tra in has the d ist inct enhan ce-

m en,t the d ifference has stat ist ics sign if icance ( P< 0. 05) ; A fter s imu lation tra in ing, each first aid operat ion sk ill has the rem ark ab le enhancem en t ( P < 0. 05 ) ; A fter

transportation f irst a id sim u lat ion train ing, b efore cl in ical qual ity syn th et ic evaluat ion each valu e obvious ly is higher than th e train ing, com pares b efore the train ing, the

d ifference has stat ist ics sign if icance ( P< 0. 05) . Conclusions:A fter sim u lat ion train ing, nu rse to adm in isters first aid the good s the p reparation and arises sudden ly the

first aid dealing w ith ab il ity, the cl in ica lactual operat ion sk ill to have the d ist inct enhan cem ent; Nu rsem ay face the d ifferent firs t aid, carries on effect ive dealing w ith and

coord inates.

�Key w ords�Danger critically ill new born; First aid transportation; Pract ice train ing

� � 危重新生儿转运是新生儿急救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在就地抢救、

稳定病情的基础上,安全有序地将危重患儿转运回 N ICU继续监护治疗。不

论是在人员配备或者是通讯联络方面均有很高的要求, 转运途中患儿应该

能够得到相当于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疗护理 [ 1]。出色的转运工作在降低危重

症新生儿的病死率与致残率上发挥很大作用。但由于以往的带教模式,使

低年资的转运护士在遇到途中转运抢救时急救技能水平差;不能主动配合

医生工作。本实验对儿科工作 1- 3年的护士进行急救转运模拟训练, 对其

教学进行研究,探索提高转运护士的急救技能的教学方法。

1.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对 2008年 1月 - 2010年 1月在我院儿科工作 1- 3年

的 30名护士进行实验,文化程度中专 3名,大专 15名,本科 12名,年龄 19-

23岁,平均年龄 21. 5岁。

1. 2� 方法:

1. 2. 1� 内容:将急救模拟训练教学分课程内容和模拟训练 2部分。课

程部分: � 转运的流程; � 紧急抢救处理要点和转运途中的配合; � 如何应
对途中突发病情变化及抢救护理要点; �移动急救时对静脉道路的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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