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乙型肝炎产妇体内
!̂\

株中存在核心区启动子$

!./

%或前

.

区$

/.

%变异#从而造成
!̂C)

8

合成减少#虽然其血清

!̂C)

8

水平低#甚至为阴性#但并不能准确反映产妇病情进展

程度及预后(

3?%

)

*因此#在采用
!̂C)

8

定量检测作为预测药

物效果的指标时#建议同时进行
!./

或
/.

区的序列检测*此

外#

!̂C)

8

定量检测也不适用于
!̂C)

8

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

产妇*因此#对乙型肝炎产妇进行
!̂C)

8

定量检测#其临床

价值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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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测定的影响和去除方法的探讨

田薇薇!邢桂英!田敏丽!李晓梅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
2%$

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该院
$

年来检测血红蛋白的
5: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高脂肪饮食模拟高脂血症患者乳糜血标本进行分

析!探讨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检测结果的影响及消除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检测干扰的方法%方法
!

分别用迈瑞
52&&

全自动血细胞分

析仪上检测血红蛋白%结果
!

健康体检者高脂肪饮食前$后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血浆置换后!轻微

乳糜血组$严重乳糜血组与高脂肪饮食前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结论
!

乳糜血是一种特殊的病理或

生理现象!会对透射比浊法检测产生一定影响!实验证实通过血浆置换法可排除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测定结果的干扰%

关键词#血红蛋白类&

!

乳糜血&

!

影响

!"#

!

$&65':'

"

;

6<==>6$:35?9$5&62&$$6&: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5?9$5&

"

2&$$

#

&:?&3&%?&2

!!

血红蛋白$

^_!

%是临床普通的检测项目#但是在日常工

作中#乳糜血标本在血液分析仪对血红蛋白检测时结果往往偏

高*乳糜血是一种特殊的病理或生理现象#其中的乳糜微粒是

造成结果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现通过对本院
$

年来检测血

红蛋白的
5: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高脂肪饮食模拟高脂血症患者

乳糜血标本进行分析#探讨乳糜血对血红蛋白检测结果的影响

及消除乳糜血干扰的方法#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2&&%

%

2&&'

年本院健康体检者
5:

例#男
2#

例#女
$$

例&年龄
2%

%

5:

岁#平均$

526:7565:

%岁*

D6E

!

仪器及试剂
!

^_!

测定用迈瑞
52&&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测定血清三酰甘油用
J̀I

L

H=)f:9&

全自动分析仪及配套

试剂*检测前对仪器进行预温和标准校正#保证仪器测试状态

良好#并且质量控制数据均不在$靶值
72

倍标准差%范围内*

D6F

!

方法

D6F6D

!

标本采集及检测方法
!

取体检者空腹安静状态下仰卧

位肘前静脉血
2I(

抗凝血#注入洁净试管中#进行
^_!

测

定&采血后嘱其进食高脂肪饮食#

5&I<>

后再次仰卧位肘前静

脉采血#分别采
2I(

抗凝血进行血红蛋白测定#

#I(

促凝血

离心半径
%OI

#

2&&&G

"

I<>

离心
$&I<>

#分离血清#按试剂盒

说明书在
J̀I

L

H=)f:9&

全自动分析仪上检测血清三酰甘油#

其中轻微乳糜血
$#

例$

96:IIAJ

"

(

$

".

$

36#IIAJ

"

(

%#严

重乳糜血
$$

例$

".

%

36#IIAJ

"

(

%*检验过程在
9F

内完成*

D6F6E

!

乳糜血处理方法
!

取上述血红蛋白检测标本离心半径

%OI

#

2&&&G

"

I<>

离心
$&I<>

#吸出血浆#尽量避免吸入血细

胞#然后加入等量生理盐水混匀#此操作重复
9

%

#

次#再次检

测
^_!

水平*

D6G

!

统计学处理
!

资料数据以$

,77

%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6&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8

检验#以
!

$

&6&#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健康体检者高脂肪饮食前'后
^_!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6&$

%&血浆置换后轻微乳糜血组'严重乳糜血组

与高脂肪饮食前
^_!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见表
$

*

表
$

!!

各组
^_!

水平结果比较$

,77

%

组别 例数$

%

%

_̂!

$

8

"

(

%

!

值

高脂肪饮食前
!

健康体检组
5: $5%6#7#62: X

高脂肪饮食后
!

轻微乳糜血组
2# $:2627#6%:

$

&6&$

!!!!!!!

严重乳糜血组
$$ $%56:7:62#

$

&6&$

血浆置换后
!!

轻微乳糜血组
2# $5#627#6$2

%

&6&#

!!!!!!!

严重乳糜血组
$$ $5:6'7#6:#

%

&6&#

!!

X

!表示无数据*

+

%&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52

卷第
:

期
!

+>DZ(EQ[CN

!

[E

R

2&$$

!

\AJ652

!

-A6:



F

!

讨
!!

论

乳糜血是由于人体摄入过多高蛋白脂肪食物#经肠道分解

消化吸收形成细小的乳糜微粒后进入血液#其到一定程度时血

清就由透明淡黄色液体变成乳白色混浊液体#临床上称为乳糜

血(

$

)

*人体食用大量脂类食品#被吸收后在血液中形成主要成

份为三酰甘油'胆固醇的乳糜微粒(

2

)

*乳糜微粒为外源性三酰

甘油在体内的运输形式#乳糜血中含有大量的三酰甘油和脂质

蛋白#会对透射比浊法检测产生一定影响(

5

)

*

现阶段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_!

#是用光电器件检测透射

光强度#并与一定标的
^_!

水平相比较#即可得出
^_!

水

平(

9

)

*通常认为#由于存在血清$溶血'黄疸和脂肪血%的光吸

收或散射抬高反应的本底(

#

)

*由本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高脂肪

饮食前'后
^_!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乳糜血对使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
^_!

的结果影响非常显著#而血浆置换后

^_!

水平与高脂肪饮食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其原

因认为#乳糜血现象明显影响比色法的检验结果#这与比色法

的基本原理有关#由于乳糜血中含有大量的三酰甘油和脂蛋

白#因而会造成血清混浊度增加#从而对测定结果造成正向干

扰#比实际偏高(

:?3

)

*可见#乳糜微粒直接影响了血细胞技术仪

检测
^_!

时的透光强度#因此必须排除乳糜现象才能获得准

确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高#高脂血症在人群中的发

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其中高三酰甘油患者占高脂血症人群的

3&4

左右(

%

)

*当血清三酰甘油水平大于
56&IIAJ

"

(

时#血清

外观可呈现不同程度的混浊*轻度的脂质浑浊对其他生化项

目的检测影响较小#重度脂质浑浊则对检测产生严重干扰(

'

)

*

本组实验证实#通过血浆置换法可排除乳糜血对
^_!

测定结

果的干扰#因此建议如遇
^_!

与红细胞计数比例关系不符

时#可离心判断是否有乳糜血现象#再排除干扰重新检测#以免

影响临床对疾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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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重症脑卒中患者医院内肺部感染病原菌的临床分析

散兴忠!任
!

敏!林
!

森

"湖北省房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

99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山区重症脑卒中患者医院内肺部感染常见的病原菌构成及药物敏感性%方法
!

将患者的痰液标本进行

微生物培养!分析病原菌分布及药敏试验%结果
!

微生物学检查共分离出病原菌
:5

株!前
5

位的分别是大肠埃希菌"

$%

株!

2%6:4

#$铜绿假单胞菌"

$$

株!

$36#4

#及金黄色葡萄球菌"

%

株!

$2634

#%药敏结果显示!各类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表现为严重

耐药和多重耐药%结论
!

山区重症脑卒中患者肺部感染的患者以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为主!细菌耐药率高!定期进行药敏试验!指

导临床合理选择药物!可获满意疗效%

关键词#卒中&

!

病原&

!

临床方案&

!

肺部感染

!"#

!

$&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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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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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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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5

!!

医院内肺部感染是急性重症脑卒中患者最主要的并发症#

较大程度影响患者的神经康复#重者引起死亡(

$

)

*本组对近
2

年来急性重症脑卒中患者肺部感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现对其病原菌及药敏耐药性进行探讨*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2&&%

%

2&$&

年本院住院患者
#:

例中男
52

倒#女
29

例&年龄
9:

%

%2

岁#平均
:369

岁&肺部感染发生最短

时间入院为
5N

#最长为
9%N

#平均
2:N

*本组病例原发病均进

行头颅
."

或
[0+

检查#脑出血
2'

例#脑梗死
$$

例#混合性疾

病
:

例*医院感染的诊断以卫生部医政司医院感染监控与协

商小组制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审定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为

依据(

2

)

*

D6E

!

临床表现
!

意识障碍
#5

例#发热
95

例#咳嗽
5:

例#咳脓

痰
2%

例#肺部有干湿音
#2

例*胸部
c

线!单侧肺叶病变
2#

例#双侧肺叶病变
5$

例*并发肺不张
5

例#伴胸腔积液
2

例*

D6F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常规留取
5

次痰培养标本#住院期间

每周留取
$

次痰培养标本#痰标本均为合格的深部晨痰或采用

一次性封闭式无菌吸痰管从气管插管内吸取深部痰获取#用细

菌培养瓶内的棉棒蘸取并立即送检#采用
ĉ22$)

细菌分析

仪及配套的非发酵菌鉴定药敏试剂板$合肥恒星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按照卫生部微生物培养操作规程#做常规分离培

养#并做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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