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起足够重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交叉感染#防止医源

性
e+V

感染及传播'

因此#对高危人群应扩大检测范围#加强监控力度#提高防

预警惕#对抗
/e+V

检测及
e+V

检测阴性的疑似患者建议随访

监测#对防止医源性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为医院感染诊断提

供客观依据并可明确责任#同时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可为医院举

证提供可靠证据'

参考文献

(

7

) 辛若雷#何翔#邵一鸣
8e+V/7)bd&</[)

重组毒株的起源和分子

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T

)

8

中国艾滋病性病#

(&&.

#

7%

$

(

%!

(&&/(&(8

(

(

) 光海红#赵玉军
8

中国
e+V/7

的主要流行状况(

T

)

8

中华医学研究

杂志#

(&&<

#

<

$

.

%!

<../>&78

(

'

)

[5?;B

I

5E?+

#

#?3@6@11?U*

#

[5?;B

I

5E?dU8e53B;:335;?H@/

FEG:@;G

2

A:E56C

24

@765JC

24

@H:6CE:J5C:?;:;CD@K?E1HK:H@G

4

:/

H@3:G

4

BCD?

I

@;@C:GB;HCD@EB

4

@5C:G:3

4

1:GBC:?;6

(

T

)

8T V:E?1

#

(&&<

#

>7

$

7.

%!

7&(&./7&(7.8

(

=

) 李敬云
8

艾滋病检测方法与应用(

U

)

8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

社#

(&&$

!

%/>8

(

%

)

iDB;

I

*

#

)D@;i

#

)B?R

#

@CB18U?1@G51BEGDBEBGC@E:cBC:?;?FD5/

3B;:335;?H@F:G:@;G

2

A:E56C

24

@1B;HD@

4

BC:C:6)A:56:;

4

B:H

J1??HH?;?E6B;H:;

9

@GC:?;HE5

I

56@E6:;GD:;B

(

T

)

8TV:E?1

#

(&&=

#

<>

$

(=

%!

7'%.7/7'%..8

(

$

) 曾毅
8

艾滋病和艾滋病的发现及其起源$二%(

T

)

8

中国性病艾滋病

防治#

(&&&

#

$

$

7

%!

%%/%<8

(

<

) 林华#姚栩#邓惠敏#等
8

福州市艾滋病监测结果及流行因素分析

(

T

)

8

实用预防医学#

(&&'

#

7&

$

$

%!

.<'/.<=8

(

>

) 郭玉钗
8

石家庄市
(&&7

!

(&&'

年艾滋病流行分析(

T

)

8

中国皮肤

性病杂志#

(&&=

#

7>

$

7&

%!

$&</$&>8

(

.

) 任巧伶#廉春光#张志红#等
8

吉林市艾滋病流行情况调查(

T

)

8

中

国公共卫生#

(&&=

#

(&

$

>

%!

7&&'8

(

7&

)阮光萍#姚翔#潘兴华
8e+V

特异细胞免疫研究进展及其对疫苗发

展的意义(

T

)

8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7

#

'(

$

7

%!

>&/>78

$收稿日期!

(&77/&%/7%

%

!经验交流!

妊娠高血压患者
(=D

尿微量清蛋白检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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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通过检测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患者
(=D

尿微量清蛋白的含量!探讨其在疾病中的意义$方法
!

采用免疫比

浊法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
7<>

例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患者"其中轻度
>>

例!重度
.&

例#

(=D

尿微量蛋白及
(=D

尿微量清蛋

白含量的检测!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轻度子痫前期患者
(=D

尿微量蛋白结果"

<%$8.%̂ 7(=.8($

#

3

I

(

(=D

!

(=D

尿清蛋白

结果"

==<8&(̂ 77'=8%>

#

3

I

(

(=D

'重度子痫前期患者
(=D

尿微量蛋白结果"

(%<$8&.^'7%'8$>

#

3

I

(

(=D

!

(=D

尿清蛋白结果

"

7>$&8=(̂ (<&(8'<

#

3

I

(

(=D

'轻度及重度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8&%

#$结论
!

妊娠高血压患者肾小球随病情的加

重损伤也加重!作为肾小球损伤重要标志的尿微量清蛋白可能在疾病的早期诊断及病情判断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高血压!妊娠性'

!

子痫'

!

尿微量蛋白'

!

尿微量白蛋白

!"#

!

7&8'.$.

"

9

8:66;87$<'/=7'&8(&7787$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7'&

"

(&77

#

7$/7>>%/&(

!!

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多数病例在妊娠期出

现一过性的高血压*蛋白尿症状#分娩后即随之消失#该病严重

威胁母婴健康'该病可以对身体多个脏器造成损害#对肾脏损

害的临床表现为尿中出现蛋白尿#尿清蛋白是肾小球损伤早期

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患者进行
(=D

尿微

量清蛋白进行检测#探讨其与患者间的相互关系及意义'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本院产科收治住院的妊娠高血

压子痫前期孕妇共
7<>

例#均符合.妇产科学/

<

版妊娠高血压

诊断标准(

7

)

'其中轻度子痫前期
>>

例#年龄
7.

!

=%

年#平均

$

(<8%<̂ >8$

%岁#孕周
(>

!

=7

周#平均$

'$8>%^'8<

%周&重度

子痫前期
.&

例#平均$

(>8=7̂ $8%<

%岁#孕周
(>

!

=7

周#平均

$

'<87(̂ (8<'

%周'两组患者的年龄*孕周经统计学处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B8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贝克曼原装进口试剂和贝克曼
)Q>&&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B8D

!

方法

B8D8B

!

标本收集与处理
!

收集两组孕妇分娩前共
(=D

$当天

晚上
>

时至次日早上
>

时%尿液#准确记录尿量#以每
7&&3*

尿中加入
&8%3*

比例二甲苯进行防腐#于次日早晨
.

时前取

其中
7&3*

送至检验科进行处理#以
'&&&E

"

3:;

离心
%3:;

后#取上清液进行检测'

B8D8C

!

检验方法
!

采用免疫比浊法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

行检测#同时测定尿微量蛋白及尿微量清蛋白#再以结果乘上

(=D

尿量为
(=D

尿微量蛋白及
(=D

尿微量清蛋白含量#两检

测项目室内质控稳定&

(=D

尿蛋白含量小于
7(&3

I

"

(=D

为正

常#

(=D

尿清蛋白含量小于
'&3

I

"

(=D

为正常'

B8E

!

统计学处理
!

结果用
, Â

表示#用
"-""7&8&

进行
:

检

验统计处理#以
B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轻度子痫前期患者
(=D

尿微量蛋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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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D

尿清蛋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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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重度子痫前期患者
(=D

尿微量蛋白结果$

(%<$8&.

^'7%'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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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D

尿 清 蛋 白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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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轻度及重度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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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D

!

讨
!!

论

妊娠高血压肾脏损害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明显水肿*高血

压*蛋白尿*高尿酸血症*肾功能损害#有时可伴
+̀)

#有时伴肝

功能损害#严重者可有抽搐*意识障碍*脑出血等'其基本病变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7

年
7&

月第
'(

卷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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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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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全身小动脉痉挛#肾血管痉挛引起组织缺血*缺氧#从而

导致肾脏受损'肾血流量因肾小球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弥漫性

肿胀*毛细血管管腔受压而减少#肾脏缺血导致血管壁内皮细

胞受损#血管壁通透性增加#血浆清蛋白*球蛋白从肾小球滤过

产生蛋白尿(

(

)

'妊娠高血压蛋白尿形成既有肾小球滤过膜的

损害#又有肾小管重吸收功能的损害#属混合型蛋白尿#并且随

着妊娠高血压病情的加重#相对分子质量大的蛋白含量明显增

高#由选择性蛋白尿转变为非选择性蛋白尿'

蛋白尿是肾脏损伤的重要标志#且尿蛋白量与病情呈正相

关(

'/%

)

'尿清蛋白是肾小球损伤的标志#也是肾脏损伤的早期

重要标志#其在众多的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儿

童过敏性紫癜等引起的肾脏损伤中的早期诊断价值已得到广

大学者的认可(

$/7&

)

'从结果可知#轻度子痫前期患者尿中
(=D

尿微量清蛋白占
(=D

尿蛋白的
%.87P

#而在重度子痫前期患

者尿中
(=D

尿微量清蛋白占
(=D

尿蛋白的
<(8(P

#且重度子

痫前期患者尿中无论是尿微量蛋白或尿微量清蛋白#均比轻度

子痫前期患者要高#表明重度患者肾脏损伤比轻度患者损伤大

得多#并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的肾小球损伤在不断加重'

在临床诊断治疗妊娠高血压过程中#多采用随机尿标本进

行尿蛋白检测#随机尿检测尿蛋白虽然方便但影响因素较多#

容易因为饮食等原因影响结果准确性#通过检测
(=D

尿液的

含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的影响因素#更客观地反映患者

真实情况'尿微量清蛋白在糖尿病肾病等肾小球疾病中所起

的诊断及监测作用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

#

$

)

#但较少应用在妊

娠高血压诊断中#通过对妊娠高血压患者进行
(=D

尿蛋白含

量检测#可能对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监测起到一定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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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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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血浆纤维蛋白原检测方法比较

刘学芳!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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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临潼疗养院检验科!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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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对克劳斯法"

A?;)1B566

法#&凝血酶原时间演算法"

-#/̀@E

法#检测冠心病患者纤维蛋白原"

d:J

#的结果进行

评价$方法
!

用以上
(

种方法分别检测本院
>&

例冠心病患者的
d:J

含量!并做批内&批间精密度分析!结果采用
"-""7&8&

软件

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

(

种方法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浆
d:J

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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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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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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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精密度较差$结论
!

在冠心病患者中!

-#/̀@E

法的结果高于
A?;)1B566

法!

A?;)1B566

法检测冠心病患者的血浆
d:J

含量精密度更高&更可靠$建议

冠心病患者的
d:J

检测采用
A?;)1B566

法!以避免临床上误诊和漏诊的发生$

关键词"冠心病'

!

纤维蛋白原'

!

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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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原$

F:J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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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

%是所有凝血因子中含量最高

的一种凝血蛋白#其变化与冠心病$

G?E?;BE

2

D@BECH:6@B6@

#

)è

%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7

)

#目前
d:J

检测方法很多#大

致可分为可凝固蛋白法*物理化学测定法*免疫学方法(

(/'

)

'其

中可凝固蛋白法能反映
d:J

的凝血功能#属于功能测定#得到

广泛应用'本实验用到的
A?;)1B566

和
-#/̀@E

法都属于可

凝固蛋白法#现将这
(

种方法进行比较#以筛选出最适合冠心

病患者血浆
d:J

检测的方法#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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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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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he0

%冠心病的诊断标

准#在本院选择住院并已确诊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采集对象均空腹抽取静脉血#注入
7&.

33?1

"

*

的枸橼酸钠抗凝管中#

7a.

抗凝#迅速混匀#以离心半

径
>G3

#

(%&&E

"

3:;

离心
7&3:;

分离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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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所用仪器为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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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GC

全自动凝

血仪*日本
"

2

63@S/)!%&

半自动凝血仪'试剂为
"#!M0

公

司配套的
d:J

检测试剂盒#

B̀H@/[@DE:;

I

公司生产的凝血活酶

试剂'

B8D

!

方法

B8D8B

!

试验方法
!

A?;)1B566

法用配套试剂在法国
"#!/

)?3

4

BGC

全自动凝血仪上按操作规程测定
d: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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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

B̀H@/[@DE:;

I

公司生产的凝血活酶试剂在日本
"

2

63@S/)!%&

半自动凝血仪上建立标准曲线并测定凝血酶原时间#通过计算

得出
d:J

含量'

B8D8C

!

批内精密度
!

将
(&

例冠心病患者混合血浆用
(

种方

法测定
d:J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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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7

年
7&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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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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