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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儿 肺 黄 色 透 明 膜 病

病理解剖学教研室 陈镇东

新生儿肺透明膜病是一种严重疾患
，

在儿科中致死率高于其它疾病
，
过去的研

究已很多
。
六十年代以后

，
尸检发现有些

死于呼吸紧迫综合征的新生儿肺 呈 黄 棕

色
，
切片上看到肺透明膜也呈淡黄色

，
故

名为黄色透明膜病
，
也有人称为胆红素膜

或肺透明膜黄疽
。

这是一种肺透明膜病的

独特品种与通常类型的透明膜病有所区别

最早的病例见于����年
， ����年���

�“ �氏报告二例
，
����� ‘ �氏复习 ��例

，

���� �氏�，�总结了��例
。
����年��

�� � �

�” �报道��例
， ����年 �� ���氏�

’ �回 顾

���������年间新生儿尸检材料
，
共得��

例
，
迄今为止有文献记载的共���例

，

国内

尚未见报道
。

据许多儿科医疗中 心 的 材

料
，
此病在����年前均未见过

，
七十年代

后发病数进行性增多
。

但也有一些大的新

生儿医疗机构宣称他们从未见过一例
。

有

关本病发病率明显差异的流行病学因素
，

黄色透明膜的形成机理及其临床意 义
，
许

多问题尚未解决
。

病理变化
�

大体上肺含气量少
，
质较

坚实呈不张状态
。

基本色调深红 到 灰 红

色
，
在肺的表面及切面上可见清楚的黄色

斑块
，
特别是严重的病例

，
肉眼上的亮黄

色泽很明显
，
甚至在未染色的新鲜冰冻切

片上也看得清楚
。

光学显微镜下可见一般

透明膜病的改变
。

黄色透明膜呈均匀的柠

檬黄色
，
衬复于肺泡

、

肺泡管和终末细支

气管
�

�
，
而且总是贴附在红染的通常透明

膜的近腔缘
，
呈明确的两个层次

，
直接衬

复上皮表面的罕见
。

黄色透明膜在肺内的

分布是不均匀的
，
一般多位于肺的通气部

分
。

累及的程度在各个病例也不相同
，
有

的只能找到少量黄色色素
，
见于吞噬细胞

内， 甚至存在于间质中
。

出生的最初五天

内
，
色素主要存在于透明膜

， �一�� 天 时

透明膜和吞噬细胞内都有
，
��天以上者只

见于吞噬细胞或间质中
。

黄色透明膜及细

胞内外的色素用����
‘ ��。 �胆红素染色阳

性
，
呈草绿到宝石样艳绿色

，
依胆红素浓

度而异
。

这种色素用有机溶剂提取未成
，

也不能用��过氧化氢脱色
。

组织化 学 方

法证明色素是非结合胆红素
，
中性脂肪及

铁染色均为阴性
。

�����氏 “ �用电镜 观

察
，
黄色透明膜内含无数针状弯曲细丝

，

长����一�����
，
宽���一����

，
解 释 为

胆红素和脂蛋白的复合物
。

在 �� ���氏

��例中
，
只有两例不伴有通常类型的肺透

明膜
，
这两例各为��天和��天的存活期

，

可能通常透明膜已完全吸收消失了
，
一般

都能找到通常透明膜的残迹
。

在存活超过

七天的病例中
，
近半数有明显的支气管肺

发育不 良或氧中毒的改变
，
包括肺泡壁增

厚
、

间质纤维化和呼吸道上皮的磷状化生

�‘ �，
而通常透明膜病伴发上述病 变 者 很

少
。

此外
，
肺出血的伴发率也比通常透明

膜病高得多
。

肺外病变最主要的是核黄疽
，
�� �

��

氏
、 ‘
材料伴发率为 ���

，
���� � 氏

�

报

道为��理
。

有的核黄疽伴高胆红素血 症 的

病例
，
其它许多脏器可见小环死 灶 的形



成
，
据信是胆红索直接的毒性影响 �吕�

。

其

他还有肝脏毛细胆管
、

小胆管及肝细胞内

的郁胆
，
伴发率为����‘ �

。

临床方面
，
此病多见于未成熟儿

，
妊

娠期��一��周
。
体重在���������� 的 最

、

常见
。

存活时间较通常透明膜病要长
，
通

常型���死于出生后两天内
，
而本病多见

于出生后存活两天以上的婴儿
，
最长的存

活��天
。

除了呼吸紧迫症状外
，
最重要的

是黄疽
。

血清胆红素数值明显地高于通常

透明膜病
，
而且以伴发核黄疽的 病 例 最

高
。

此外还有低血糖
、

低血钙和低蛋 白血

症
。

近来对呼吸紧迫综合征的未成熟儿多

采取气管插管
、

输氧辅助呼吸
，
存活时间

大为延长
，
此病����年前未曾见过而近来

增多
，
大都认为和这些因素有关

。

从支气

管镜还可看到粘膜出血
， 甚至可见黄色泡

沫
，
若吸取分泌物作细胞学检查

，
可找到

游离的或位于细胞内的黄色色素
，
对这种

病例临床上即可确定诊断 声 �。

黄色透明膜的形成机理
，
多数学者认

为是由于胆汁的郁积和血清胆红素水平的

增高
，
胆红素经过损伤的肺泡壁毛细血管

弥散到透明膜上
，
并与蛋白质结合使其黄

染
。

通过几组黄色透明膜病与通常透明膜

病例的对比 �‘ 、 ��，
前者血胆红素的 水 平

均恒定地高于后者
。

此说强调两点
，
一是

血胆红素水平增高
，
二是肺泡壁损伤毛细

血管通透性增强
。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病例

血胆红素水平都异常增高的
，
且

�

血胆红素

水平总是在出生�����小时最高
，
这 己经

是在通常透明膜形成之后
。

又有人注意到

血浆白蛋白偏低的情况
。

血中非结合月时仁

素多与白蛋白结合
，
当��值低或白蛋 白

水平低时
，
降低了对胆红素结合的能力

，

则血中非结合胆红素水平增高并弥散到组

织中去
。

近年来临床多用高浓度城正压机

械呼吸
，
这种治疗措施往往导致肺泡壁损

伤血管通透性增强
，
提供了胆红素溢出的

条 件
。

�� ���氏观察到黄色色素总是存在于

通常透明膜的临腔缘上
，
不像是从血中弥

散出来的
。

他认为肺内出血起重要作用
。

人们早就道知在出血的局部能形 成 胆 红

素
。
����年�� � ������氏注意到出 血 区

周围吞噬细胞内有胆红素
， ����年 � � ��

氏证明胆红素是在���细胞内形 成 的
，

近来还证实吞噬细胞吞了红细胞后
，
靠血

色素氧化酶系统使血红蛋白降解生成胆红

素
。

而肺内吞噬细胞也有这种酶
，
因此能

在肺泡内形成胆红素
，
再与透明膜的蛋 自

质紧密结合
，
从而在临腔缘上抹上一层柠

檬黄色
。

看来通常透明膜的存在是先决条

件
。

尸检时几乎所有病例均有肺出血
，
且

气管插管辅助呼吸更促使肺泡破 裂 和 出

血
。

此病只见于存活超过��小时的婴儿
，

也强调了局部形成胆色素以及使透明膜黄

染所需要的时间因素
。

组然此说有不少根

据
，
但 ����� ��” �氏看到在切片中 黄色

透明膜与出血灶并不相连
，
他认为与肺出

血关系不大
。

虽然伴发核黄疽的病例血胆红素水平

多半是增高的
， 、

但有的病例并不增高
，
甚

至相当低
，
其机制尚不太清楚

。

有人假定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非结合胆红素本来是

和 白蛋白结合佑
，
可能由于这种结合本身

的减弱而脱落
。

或是由于其它化学基团提

供更多结合部位竞争的结果
。

酸中毒
、

低

温
、

低血糖
、

低蛋白血症和许多药物的使

用都可能与上述机制有关
。

在低血胆红素

水平时伴发核黄疽有其临床意义
。
�����

� �� 氏建议对呼吸紧迫综合征的 未 成 熟



��
，
需要进行吸城机械呼吸的

，
应测定其

血浆白蛋白的含量
，
估计伴发核黄疽的可

能
，
并进一步随访研究

，
观察其对神经系

统的影响和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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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成功与��一���型�线机配套使用的毫安秒表

附院放射科 王宗超 胡绍存

我院新购置的��一���型�线机缺少

毫安表的装置
，
开展高毫安短时间的� 线

摄片或特殊造影时颇感困难
，
特别是心血

管造影
，
无法估计�线的输出量

。

为此
，

我们利用微安表改制成电压表的形式
，
又

利用电容充电与放电的原理
，
改制成功毫

安秒表
。

我们将改制的毫安秒丧与德制的西门

子毫安秒表 串连��一���型�线机的毫安

测量电路上
，
分别以不同的毫安挡位

、

焦

点
、

曝光时间
，
电压及毫安秒量程进行了

测试对照
，
两表数据十分接近

，
证明改制

的毫安秒表性能可靠
。

改制的毫安秒表
，
线路简单

，
电器元

件少
，
价格低廉

。

经半年多使用
，
改制成

功的毫安秒表性能稳定可靠
，
可在一定的

时间内保存测量数据
，
精确度符合实际需

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