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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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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新型甲型
F(7(

流感患者初诊实验室检测结果的特征'方法
!

收集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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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型甲型
F(7(

流感患者!核酸阳性"和
&3

例季节性流感患者!核酸阴性"初诊实验室检测结果#并利用
#5##(&+"

软件对

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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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型甲型
F(7(

流感患者中#

'!+(W

的患者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正常#

((+(W

的患者偏低#只有

)+1'W

的患者偏高*

&!+(W

的患者淋巴细胞计数低于正常值下限*

1+3W

的患者单核细胞$

)'+1W

患者嗜碱性粒细胞计数值高于正

常值上限'肝功酶类指标的检测结果分别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4D;

"

)&+(W

的患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4#;

"

)"+&W

的患

者$

*

2

谷氨酰基转肽酶!

::;

"

))+)W

的患者高于正常值上限'结论
!

分析新型甲型
F(7(

流感患者初诊时实验室检测结果的特

征#有助于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流行特点以及首诊发热患者的监测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特征的认识'

关键词#流感病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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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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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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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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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属于正粘病毒科!为一种新型

病毒株!可在人群个体间传播!且传染性强"易变异#为了更全

面地认识和掌握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初诊时流行病学特

征及其实验室结果!本研究收集了
("'

例已诊断为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的感染患者与
&3

例季节性流感

(核酸阴性)患者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并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
(3)

例发热

门诊首诊患者!其中确诊为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感染者

("'

例!季节性流感患者
&3

例#分别用分离胶管采集静脉血

*PD

检测生化指标!用抗凝管(含有
(*

L

+

DC8;42̂

)

)抽取静

脉血
)PD

检测血常规各项指标#

$+%

!

仪器与试剂
!

生化项目使用贝克曼
8c$2'""

全自动生

化分析流水线检测!血常规项目用
#E#9CccC2*"""

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流水线检测#

$+&

!

方法
!

所有标本检测项目均严格按照检验科
#d5(*(',

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4D;

)"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

4#;

)采用动态速率法检测其活性#可报告

范围为
*

!

3"""%]

+

D

#

*

2

谷氨酰基转肽酶(

::;

)采用酶速率

法检测其的活性!可报告范围为
*

!

3"""%]

+

D

#血常规项目

运用半导体激光流式结合核酸荧光染色法测定#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以
Fi<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4

检验#

%

!

结
!!

果

%+$

!

病例基本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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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感染者

平均年龄(

)'+3)i,+&!

)岁!其中男性
3!

名!平均(

)1+3'i

1+*)

)岁-女性
!)

名!平均(

),+((i("+*)

)岁#

&3

例季节性流

感患者平均(

),+!*i("+!1

)岁!其中男性
(*

名!平均(

&"+31i

("+(*

)岁-女性
(,

名!平均(

),+1,i((+"'

)岁#以上所选病例

均无其他基础疾病!检测前未服任何药物#

%+%

!

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感染者实验室检测结果分布

!

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感染者血常规和生化项目各指标

结果与正常参考值比较出现升高或降低现象!具体分布见

图
(

#

%+&

!

季节性流感患者实验室检测结果分布
!

季节性流感患者

血常规和生化项目各指标结果绝大部分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

仅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各有
(

例降低!各检测结果具

体分布见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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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感染组与季节性流感组比较

,

,(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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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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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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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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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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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感染组与季节性流感组比较见

表
(

#

图
(

!!

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感染者实验室

检测结果分布

图
)

!!

季节性流感患者实验室检测结果分布

表
(

!!

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感染组与季节性

!!

流感组血常规及生化指标比较

检验指标

组别

甲型
F(7(

流感

(

Fi<

!

)f("'

)

季节性流感

(

Fi<

!

)f&3

)

>

值

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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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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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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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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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1i"+(( "+((i"+"' "+"',

嗜碱性粒细胞计数(

_("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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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年所流行的流感病毒是
F(7(

流感病毒的一种新型

病毒!能在人群个体间传播!且传染性强-所感染人群包括不同

性别和各年龄段!主要见于青壮年!女性患者偏多#本组
("'

例统计结果中!女性病例为
!)

例(占
*1+3W

)!与黄绍萍等.

(

/

)"("

年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女性是本次感染的易感

人群#

新型甲型
F(7(

流感患者由于的个体差异!一般表现为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偏低.

)

/

#本组
("'

例新型甲型

F(7(

流感患者中!

'!+(W

的患者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正常!

((+(W

的患者偏低!只有
)+1'W

的患者偏高-

&!+(W

的患者淋

巴细胞计数低于正常值下限(见图
(

)!这可能是病毒感染引起

下丘脑
2

垂体
2

肾上腺系统激素分泌变化!导致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减少所致.

&

/

#提示甲型
F(7(

病毒可能抑制感染者

的免疫功能!易导致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低下#而季节性流感组

白细胞总数除
(

例偏低外!其余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本组统计结果中!单核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计数值高于正

常值上限分别为
1+3W

"

)'+1W

#血标本推片观察发现!单核

细胞计数值升高的标本中出现异型淋巴细胞!而嗜碱性粒细胞

计数升高的标本出现少量大小不等的颗粒型大淋巴细胞#其

原因可能是*(

(

)新型
F(7(

流感病毒具有很强的感染性!病

毒感染机体后能产生特异性抗体和杀伤性
;

淋巴细胞并激活

7̂

细胞.

3

/

#

:=B?A0

等.

*

/报道$新型
4

+

F(7(

型病毒在胸腺

及脾脏的中分布!易诱导淋巴细胞的过度凋亡%#在本次结果

中出现单核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计数升高是否与上述机制有关

需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

)血细胞分析仪在辨别细胞时易将

颗粒型大淋巴细胞及异形淋巴细胞分类于直方图中第二群细

胞中!可导致单核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计数时出现计数误差#

既往报道表明!新型甲型
F(7(

流感病毒具有很强的侵

袭性!病毒感染患者易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导致肺炎"呼吸障

碍"肝功异常和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异常以及引发继发性心肌细

胞损伤等并发症.

!21

/

#心肌细胞和肝细胞膜受损"酶逸出!使血

清中酶活性升高#由研究结果(表
(

)可知!新型甲型
F(7(

流

感病毒组与季节性流感组比较!

4D;

"

4#;

"

::;

值有上升趋

势!提示
F(7(

流感病毒感染患者!存在着多系统感染和损伤

的复杂病情#

综上所述!分析新型甲型
F(7(

流感患者初诊时实验室

检测结果的特征!有助于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流行特点以及首

诊发热患者的监测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特征的认识!同时注意病

毒在流感季节更替之际会发生毒株变异或基因重配现象!避免

产生更强的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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