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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此项调查分析!提高对高尿酸血症的认识!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方法
!

对广电职工高尿酸血症患病情

况进行调查$结果
!

将
*--*

(

*-9-

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并对其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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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电系统职工高尿酸

血症的患病率逐年提高$结论
!

需要定期检测血尿酸水平!做到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才能提高员工健康水平$

关键词"尿酸%

!

患病率%

!

糖尿病%

!

高尿酸血症%

!

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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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饮食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高蛋白,高脂肪,高糖分食品的摄入量大大增加#以及人口的老

龄化#使一些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痛风等的发病率有所提

高#成为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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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原发性

高尿酸血症与代谢综合征各组分之间密切相关'尿酸是嘌呤

代谢的最终产物#血清尿酸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其浓度升高

是痛风,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病及周围血管病变的潜在

因素#它们相互影响#加重疾病的进展#增加急性脑血管事件的

发生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在临床工作中#医

务工作者应重视高尿酸血症在疾病中的作用#及时治疗高尿酸

血症'通过对广电系统职工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进行调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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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并将其相关因素进行分

析#发现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逐年提高#与文献报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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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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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广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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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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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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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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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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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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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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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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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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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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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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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检者禁食
+1

以上#于次日清晨采取静脉血#分

离血清#测血清尿酸'选用日立
C-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用

酶比色法测血清尿酸'采用中生公司检测试剂盒#定标试剂及

质控试剂采用罗氏公司试剂盒#以血清尿酸大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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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尿酸的诊断标准'

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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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以$

VfB

%表示#阳性率显著性比较用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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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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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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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电系统职工血清尿酸情况及其变化#见表

9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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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电系统高尿酸血症患病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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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升高#从
*B8DZ

升高至
)B.8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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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电系统职工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比较

年份
#

高尿酸血症$

#

% 无高尿酸血症$

#

% 患病率$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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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是嘌呤代谢异常引起的#尿酸是嘌呤代谢的

终产物#各种嘌呤氧化后生成尿酸#海鲜,贝类,动物内脏等含

嘌呤多'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嘌呤和高蛋白

饮食增加#使得人体内尿酸生成增加#引起血中尿酸盐浓度增

加#是造成近年来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的主要因

素'相应地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高嘌呤和高蛋白食物的摄入

量#可以降低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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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也可通过两种途径使血清尿酸潴留'乙醇摄入过度

加速肝脏降解
:"(

#增加尿酸的产出'乙醇导致的血清尿酸

也阻止了尿酸的排泄#高嘌呤的乙醇饮料$如啤酒%也是重要因

素'长期过量饮酒#引起腺苷酸转换过度#尿酸盐生成和排出

增加#在做广电系统职工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调查分析过程中发

现#有喝酒习惯的人群中#血清尿酸水平明显高于没有喝酒习

惯的人群#这也是中老年痛风发病率高的主要因素'

F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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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高尿酸血症随年龄增加

逐年增高#这也是近年来高尿酸血症发病率提高的
9

个因素'

研究表明#老年人肾功能减退#血清尿酸排泄减少#且长期服用

小剂量阿司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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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证实#高尿酸血症与肥胖,高脂血症,糖尿病,高

血压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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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尿酸测定在临床最常用于诊断痛风#也是肾功能检

测指标之一#在肾功能减退早期其敏感性要高于尿素,肌酐#但

因肾外影响因素较多#对其的使用容易被忽视'研究发现住院

精神病患者的血清尿酸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

总之#笔者通过对广电系统高尿酸血症发病率的调查#了

解到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逐年增高'特别是广电系统知识分子比较多#属于高

收入群体#工作压力比较大#平时进食高嘌呤,高蛋白饮食比较

多#运动相对比较少#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引起痛风发作#还与肥

胖,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相互影响#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

危险因素'为提高广电系统职工的健康水平#主管领导加强重

点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积极开展自我保健活动#注重养成健

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定期检测血清尿酸水平#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和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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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微生物室室间质评的调查分析

胡惠萍!严国红!占传华!朱杰稳

"湖北省黄石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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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院微生物实验室历年参加室间质评的调查结果!验证评估整体业务水平$方法
!

对
*---

!

*--D

年参

加微生物室室间质评的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

9,.

株室间质评菌株中!回报结果正确率
D,B,Z

$大肠杆菌
DCBDZ

!葡

萄球菌
D9BCZ

!非发酵菌
+9B+Z

!弧菌科
+)BCZ

!念珠菌
D,B,Z

!其他
+9B+Z

$药敏实验正确率
D-BDZ

$结论
!

该室历年的临床

微生物室室间质评调查结果显示!在弧菌科(分枝杆菌(念珠菌(非发酵菌分离鉴定中存在一定不足$肠杆菌科(葡萄球菌(肠球菌

是临床常见菌!分离鉴定符合率较高!药敏实验符合率欠佳$通过参加微生物室室间质评的调查对该室起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

作用!并提高了微生物室工作人员对细菌的识别(鉴定及药敏实验的检测能力$

关键词"数据收集%

!

室间质评%

!

质控菌株%

!

回顾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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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工作的质量监控#本省临床检

验中心$以下简称临检中心%每年对全省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

实施室间质评调查*

9

+

'本室参加临检中心微生物室室间质评

调查#如期将结果报送到临检中心#同期收到回执结果#现将情

况报道如下'

D

!

材料与方法

DBD

!

材料
!

从
*---

!

*--*

年每年收到
9*

个菌种#分
,

个季度

考核#每季度考核
.

个菌株$

*--*

年第
,

季
)

株菌%'从
*--.

!

*--D

年#每年收到
9)

个菌种分
.

次考核#每次考核
)

株菌'大

多数为
9

株菌#少数为混合菌株'每次考核有
9

个菌株作药敏

实验'质控菌株大肠埃希菌$

:"33*)D**

%,金黄色葡萄球菌

$

:"33*)D*.

,

:"33*D*9.

%,铜绿假单胞菌$

:"33*C+).

%和肠球

菌$

:"33*D*9*

%均来源于卫生部临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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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9

!

.

版及(临床微生

物学诊断与图解)要求进行人工培养鉴定#其中
*--)

年起采用

Ug#*9:

微生物自动分析仪鉴定'培养基和生化微量管为杭

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产品'药敏实验采用
b#'

法'志

贺菌属,沙门菌属,致病大肠埃希菌定型血清采用兰州生物制

品研究所的诊断血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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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记载的
9,.

株调查菌株中#分离出肠杆菌
,D

株#

9

株错

误&非发酵菌
*9

株#

*

株错误&葡萄球菌
9*

株#

9

株错误&念珠

菌
9+

株#

9

株错误&弧菌科
C

株#

9

株错误&快速生长分枝杆菌

*

株#

9

株错误&腐蚀艾肯菌
9

株错误'鉴定正确的链球菌
99

株#肠球菌
D

株#李斯特菌
)

株#奴卡菌
*

株#隐球菌
.

株#布兰

汉菌
*

株#脑膜炎奈瑟菌
9

株#

+

株菌鉴定错误'药敏实验结

果
..

次#

.

次不符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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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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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D

!

参加质评调查结果错误原因分析

FBDBD

!

9,.

株调查菌株中
+

株鉴定错误技术分析
!

*--9

年第

9

次调查的血液标本#将溶血葡萄球菌报为里昂葡萄球菌#里

昂葡萄球菌凝聚因子实验阳性#甘露糖阳性#溶血葡萄球菌相

反'

*--*

第
,

次调查的痰标本#将热带念珠菌报为白色念珠

菌#热带念珠菌在沙保罗培养中生长紫红色菌落#白色念珠菌

是白色菌落'因没有沙保罗培养基#在血平板中无法观察菌落

的颜色'

*--.

年第
*

次调查的脑脊液标本#将脑膜黄杆菌报

为产吲黄杆菌#脑膜黄杆菌在
,*d

生长#淀粉实验阴性#产黄

色素#产吲黄杆菌则相反'

*--.

年第
.

次调查的尿液标本#将

阴沟肠杆菌报为液化沙雷菌#阴沟肠杆菌为红色菌落#液化沙

雷菌为不产红色素的淡黄色菌落'

*--)

年第
.

次调查的脓液

标本#将快速分枝杆菌报为表皮葡萄球菌#因快速分枝杆菌易

被乙醇脱色#革兰染色着色弱认为是阳性菌#也可能是标本污

染'

*--)

年第
.

次调查的血液标本#将腐蚀艾肯菌报为藤黄

微球菌#艾肯菌是临床少见菌株#对其生化特性了解太少'

*--C

年第
*

次调查的粪便标本#将非
T9

群霍乱弧菌报为副溶

血弧菌'副溶血弧菌嗜盐特性#对生化特性掌握欠佳'

*--C

年第
.

次调查的血液标本#将鲍曼不动杆菌报为琼氏不动杆

菌#在
,,d

生长#丙二酸盐阳性为鲍曼不动杆菌#琼氏不动杆

菌相反'药敏实验有
.

次不符合调查结果#

b#'

法用的药敏纸

片有
*

次已过效期#

,

次药敏实验测量出的结果是中敏,高敏

之间#判读,分析结果有误'

FBDBE

!

与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素质有关
!

微生物检验工作专

业理论性强#操作技术要求高#与工作人员责任心,工作熟练程

度有关'新进的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对工作不熟悉#掌握的技

术不全面#对新知识,新技术掌握不够'实验室必备实验条件

不够#工作人员没有积极向科主任及上级主管部门争取实验条

件#是造成调查结果错误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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