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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分析超高海拔地区内科住院患者的疾病特征&方法#收集西藏自治区岗巴县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J

年
J

月的
%')

例内科住院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为!

N%*%"j%)*)N

"岁#患

者平均患疾病!

$*''j!*")

"种#大于
'"

岁的老年患者平均患疾病!

)*(!j!*"J

"种#

'(]

!

%%!

%

%')

"的患者至少患
$

种疾病&发

病排名前
J

位的疾病依次为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乙型病毒性肝炎'心功能不全'高原性红细胞增多症'肝硬化'结核病'消化

性溃疡伴出血'包虫病&结论#超高海拔地区内科住院患者同时患多种疾病#病情较严重#对人群危害较大#需加强前
J

种内科

疾病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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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位于我国青藏高原#临近

国境线#全县总人口约
%*!

万人#县城居民
!"""

人

左右#以藏民为主#主要从事放牧牛羊和种植青稞

等农作物&岗巴县平均海拔
)&""D

#空气稀薄#气

压低#年平均降雨量少#空气干燥#紫外线强烈#昼

夜温差十几度#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因此当地患者

的疾病构成与低海拔地区有很大差别&由于目前超

高海拔地区内科住院患者疾病特点的研究资料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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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岗巴县人民医院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旨在发现疾病特点并提供针对性的疾病干预措

施#从而提高藏族人民的健康'生活水平&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西藏岗巴县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J

年
J

月内科住院患者资料#共
%')

例&

所有患者均知情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

诊断依据
!

以患者出院诊断为诊断依据#所

有诊断以国家临床版
!*"

疾病诊断编码!

M:5#%"

"为

疾病分类标准&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CK>16

进行整理#应用

+<++%J*"

进行统计学处理与分析#计数资料以
"

!

]

"表示#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

#j$

表示#采

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为
"*"N

&

B

!

结
!

果

!*%

!

基本情况
!

'

例患者有
!

次住院史#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住院患者平均年龄为!

N%*%"j

%)*)N

"岁#男性患者平均年龄!

)J*)!j%!*NJ

"岁#

女性患者平均年龄!

N$*&)j%'*&!

"岁#男女组间年

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JJ

#

!a"*"&N

"&

%'!

例患者为藏族#

!

例为汉族&职业分布$农牧民

%N'

例#学生
)

例#工人
!

例#公务员
!

例&有长期

吸烟史的男性
NJ

例#女性有
%

例#长期饮酒的有
'$

例#均为男性&

!*!

!

疾病种数
!

患者平均患有!

$*''j!*")

"种疾

病#大于
'"

岁的老年患者平均患有!

)*(!j!*"J

"种

疾病#患有多种疾病!

%

$

种"的有
%%!

例!表
%

"#占

比
'(]

#男女组间患病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a"*$$J

#

!a"*&$N

"&

表
;

!

内科住院患者病种数及比例

疾病种数!种" 人数!

"

" 比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疾病类型
!

发病排名前
J

位从高到底依次为

高血压
'&

例#慢性支气管炎
)N

例#乙型病毒性肝炎

))

例#心功能不全
$(

例#高原性红细胞增多症
$$

例#肝硬化
$!

例#结核病
!$

例#消化性溃疡伴出血

!"

例#寄生虫病!包虫病"

%"

例#见图
%

&经住院检

查和治疗后#治愈有
!'

例#病情控制好转有
%!'

例#

死亡
)

例#放弃治疗自行出院
N

例#转上级医院
$

例#平均住院时间为!

%%*!NjN*$"

"

2

&

图
;

!

内科住院患者常见
<

种疾病及构成比例

C

!

讨
!

论

高海拔长期低气压'缺氧和寒冷的恶劣自然环

境#可使人体交感神经系统活性增强#血浆去甲肾

上腺素分泌增加#血管收缩#加之氧化应激反应#导

致血压升高)

%

*

&海拔高度和高血压患病率呈正相

关#

$"""D

以上#海拔每升高
%""D

#高血压患病率

增高
!]

)

!

*

&本研究发现#海拔
)&""D

时#高血压

占内科住院疾病的
)"*J]

#远远高于海拔
$(N"D

的
%!]

)

$

*

&缺氧可使肺小动脉平滑肌细胞收缩#血

流阻力变大#甚至引起肺血管壁不可逆的重构#造

成缺氧性肺动脉高压#而持续性肺动脉高压会使右

心脏负荷增加#进而出现右心室代偿性肥大和右心

功能不全#晚期亦可出现左心室心肌肥厚'扩大#出

现全心衰竭)

)

*

&而缺氧也可使红细胞数量代偿性增

加#当增生超过一定的限度#会引起高原红细胞增

多症)

N

*

#使末梢循环血黏度增高'血流缓慢及阻力增

加#而无法满足机体供氧需求#进一步加重缺氧#从

而形成恶性循环&

藏族人群的饮食特点为高盐和高脂#多以糌

粑'酥油茶'牛羊肉为主#新鲜水果和蔬菜缺乏造成

维生素摄入不足#加上寒冷刺激和男性吸烟等多种

因素叠加#导致或加重高原缺氧相关疾病的发生#

如高血压'心功能不全'慢性支气管炎等&因此其

预防和治疗措施有一些共同点#如宣传戒烟'低脂

低钠饮食'控制体质量&有临床症状者建议移居稍

低海拔地区或者尽可能坚持吸氧#如开展家庭氧疗

等&同时规律服用药物进行干预#对改善不适症

状'减缓病情进展#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都具有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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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经过当地政府和卫健委不断努力#乙肝住院治

疗人数较前明显下降&马世武等)

'

*统计岗巴县医院

!"%)

年至
!"%N

年
!

年时间内乙肝住院患者有
&J

例#而本研究统计近
$

年时间仅
))

例&但西藏地区

乙肝住院患者仍然高于内陆地区#且经常引起严重

的肝功能异常#需要住院治疗&分析主要有以下原

因$!

%

"藏区群众医疗保健意识较为薄弱#医疗知识

欠缺#特别是孕产妇孕产前检查意向率普遍较低#

母婴垂直传播感染的病例较多&!

!

"计划免疫冷链

设施不完备#基层疫苗运输和保存困难&!

$

"医疗

器械消毒不严#医护人员未能严格遵守无菌操作#

存在交叉感染可能&!

)

"藏民使用现代抗乙肝病毒

药物如恩替卡韦依从性差#经常自行服用藏草药#

不仅耽误了规范治疗#可能反而加重了肝细胞损

伤#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发生#加之藏民饮酒和低

氧导致的胃肠道黏膜屏障受损)

&

*

#很容易出现消化

道溃疡和出血&其对策是继续宣传过度饮酒的危

害#同时加强预防乙肝知识的宣教#使民众主动参

与乙肝筛查及乙肝疫苗接种#并积极和规律进行抗

病毒治疗#避免肝脏功能出现严重损伤&

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是细粒棘球绦虫的幼

虫感染人体所致的寄生虫病#该病为人畜共患病#

狗'羊'牛是常见宿主&由于世俗原因#西藏人与这

些动物经常密切接触#人误吞食被虫卵污染的水和

食物后#虫卵经肠内消化液作用#蚴脱壳而出#穿过

肠黏膜#进入门静脉系统#被阻留于肝脏内#并在肝

内逐渐长大#压迫周围肝组织和肝内胆管#常引起

肝细胞不可逆损伤和阻塞性黄疸#晚期死亡率高#

号称+虫癌,

)

(

*

&肝包虫病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是手术

完整切除虫囊#越早手术#治疗效果越好且创伤小&

但由于此病进展缓慢#不易引起农牧民重视#延误

就医#当地医院麻醉及备血条件均较差#医生水平

也有待提高#开展肝脏手术难度极大#无法做到早

发现和早治疗#因此常造成疾病处于中晚期&此时

患者肝功能受损严重#无法耐受手术#错过最佳治

疗时机&此次统计岗巴县医院内科包虫病仅
%"

例#

疾病控制及治疗效果好#但有持续改进空间#本研

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加强$!

%

"防止动物粪

便污染牧场'饲料和水源#控制传染源&!

!

"提高农

牧民包虫病的健康宣教#加强手卫生#接触动物及

其皮毛制品'饭前便后均要洗手#避免喝生水和食

用生肉#切断传播途径&!

$

"部分农牧民求医意愿

不强及出行不便#建议当地医院应深入农牧区#携

带简易
\

超机开展肝包虫病筛查工作&!

)

"加强医

生培训#可让当地医生来内地三甲医院肝外科进修

学习#努力提高肝脏相关手术水平&

本研究发现的西藏超高海拔地区内科住院患

者常见的
J

种疾病#由于长期的高寒'缺氧#超过

N"]

的患者存在多种疾病或合并症#如老年患者同

时患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心功能不全和

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等#疾病常形成恶性循环#病情

因此而加重#治疗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人群危

害较大&而且#住院患者亦需要较多化验检查和药

物等综合治疗#医疗费用不菲&因此做好这
J

种内

科疾病的防治工作#对指导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提升藏族群众健康质量#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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