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和脑脊液胱抑素
)

动态监测的意义

王小亚7

!刘建新(

!杨喜民7

!王晓峰(

!张荣军(

!胡
!

斌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医院%

78

检验科'

(8

神经外科!陕西宝鸡
<(7&&=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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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外周血及脑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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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胱抑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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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变化规律$方法
!

采用免

疫比浊法"

-,#+!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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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e

患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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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患者外周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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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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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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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8&%

#'动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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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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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发现!

e+)e

组患者外周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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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发病后
7H

即开始升高!至第
'

天达峰值!第
<

天开始下降!

=

周

后降至正常水平$与外周血相对应!

)"d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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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平在发病后
7H

即开始下降!至第
'

天达谷值!第
<

天开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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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升至正

常水平$结论
!

外周血与
)"d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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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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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及转归有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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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

e+)e

%是在原发性高血压病情况下发生

的脑实质内出血#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发

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而著称#致残和死亡原因主要为急

性颅内血肿的占位效应和出血本身对脑组织及血管引起的一

系列病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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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胱抑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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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可引起淀粉样

病变的蛋白#它沉积在大脑淀粉样血管病患者的血管壁上引起

病变(

(/'

)

'为探讨
)

2

6)

与
e+)e

的关系#本研究对
e+)e

患

者外周血及脑脊液$

)"d

%中的
)

2

6)

水平做了动态监测#现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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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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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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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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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脑出血患者
=$

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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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7%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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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8=>^7<8(>

%岁'均为起病后
(=D

内入院'诊断

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会议制定的标准#并经头颅
)#

证实'

脑出血量均为
7%

!

'&3*

'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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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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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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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均为本院骨科*普外

科因局麻手术需行椎管麻醉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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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B8C8B

!

标本收集
!

对照组患者于术前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
%

3*

#并于椎管麻醉时留取
)"d%3*

'脑出血组分别于发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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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晨起空腹静脉血
%3*

及
)"d%3*

'所

有静脉血及时离心分离血清#与
)"d

一起编号后置于
]>&g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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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检测
!

实验采用双盲法'待标本收集齐全后#由

非课题组人员用免疫比浊法$

-,#+!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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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理为样

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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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超敏化的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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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胶乳颗粒试剂反应#形成

免疫复合物#在
%<&;3

波长处检测其吸光度的变化#其变化程

度与样本中的
)

2

6)

含量呈正比'本实验由本院检验科完成#

使用
e:CBGD:<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标准品*校准品均

为
e:CBGD:

原装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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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SG@1

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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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包进行统计分析#各组数据用
, Â

表示#组间差异采用独立样

本
:

检验#检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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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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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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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平
!

e+)e

组患者急性入院时#其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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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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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组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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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平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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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C8C

!

脑出血患者
)"d

及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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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平的动态变化
!

动态监

测
e+)e

患者
)

2

6)

水平变化发现#

e+)e

组患者外周血
)

2

/

6)

在发病后
7H

即开始升高#至第
'

天达峰值#第
<

天开始下

降#

=

周后降至正常水平'与外周血相对应#

)"d

中
)

2

6)

水

平在发病后
7H

即开始下降#至第
'

天达谷值#第
<

天开始上

升#

=

周后升至正常水平#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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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对照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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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血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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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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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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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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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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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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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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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患者血清和
)"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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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含量动态变化

D

!

讨
!!

论

e+)e

的病理机制主要包括血肿的占位效应*血肿分解产

物和脑组织损害释放出的血管活性物质等所致的脑水肿*颅内

高压*局部脑血流量及凝血纤溶系统的改变等#这些变化严重

影响
e+)e

的预后(

=

)

'以往认为#

e+)e

后血肿直接机械性

压迫微循环可引起周围组织缺血#同时#血块凝缩*蛋白聚集#

其液体静压相互作用#导致血液的水分向脑组织流动产生水

肿#这是形成原发性脑损伤并引起脑水肿的基础(

%

)

'近来的研

究发现#脑出血后局部血肿释放的某些活性物质或血液本身的

成分可能是继发性脑水肿产生的物质基础'同时#研究探讨导

致高血压脑出血发生的高危因素#对预防
e+)e

的发生起到

关键作用'

)

2

6)

是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超家族
(

中的一员'其生

理学功能之一是调节半胱氨酸蛋白酶的活性'

)

2

6)

基因突变

可导致遗传性
)

2

6)

淀粉样血管病#可发生脑动脉血管破裂#

这是目前发现的直接与
)

2

6)

相关的临床疾病'在生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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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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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重点要功能是抑制内源性的半胱氨酸酶活性#参与

炎症过程以及一些神经性疾病(

$/>

)

'在这些疾病中#重点要考

虑的是
)

2

6)

与其抑制物是否处于平衡状态'一旦失衡#将造

成一些病理性损伤'现有研究表明#

)

2

6)

是可引起淀粉样病

变的蛋白#它沉积在大脑淀粉样血管病患者的血管壁上引起病

变'因此#笔者认为
)

2

6)

可能是脑出血发病的危险因素'国

内也有研究显示随着
)

2

6)

水平增高#发生脑出血的可能性增

大#认为
)

2

6)

水平升高是脑出血的一个危险因素'

为探讨
)

2

6)

与
e+)e

的关系#本实验采用
-,#+!

对

e+)e

组及对照组患者外周血及
)"d)

2

6)

的含量进行了测

定#观察
e+)e

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及外周血
)

2

6)

的变化规

律'研究发现#

e+)e

发生后#患者外周血
e+)e

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而
)"d

的
)

2

6)

水平则低于对照组'在对
e+)e

发

生后外周血及
)"d

中
)

2

6)

动态变化监测发现#患者外周血

)

2

6)

在发病后
7H

即开始升高#至第
'

天达峰值#第
<

天开始

下降#

=

周后降至正常水平'与外周血相对应#

e+)e

患者

)"d

中
)

2

6)

水平在发病后
7H

即开始下降#至第
'

天达谷值#

第
<

天开始上升#

=

周后升至正常水平'提示
)"d

循环中的高

水平
)

2

6)

及外周血中低水平的
)

2

6)

可能是
e+)e

的一种保

护因素'由于谷胱甘肽是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和甘氨酸合成的

三肽#其活性基团是巯基#对体内一些酶蛋白的巯基具有保护

作用#半胱氨酸蛋白酶作用取决于酶活化位点上的氨基酸残端

半胱氨酸的巯基(

.

)

#因此有学者推测
)

2

6)

对脑血管病的保护

作用与半胱氨酸上的巯基有关(

7&

)

'而其确切机制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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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绿洲路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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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民族间"回族&汉族&哈萨克族#

7

!

$

岁健康儿童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b̀ h

#的参考值范围间差异有

无统计学意义!重新建立相对独立的适用于本民族儿童贫血诊断指标的参考范围$方法
!

选用
"

2

63@S/d>&&

血细胞分析仪对

((%

例
7

!

$

岁儿童进行血液分析测定!分别对哈萨克族&回族&汉族儿童的
b̀ h

&血红蛋白"

eJ

#&平均红细胞容积"

U)V

#

'

组参

数进行分类比较$结果
!

'

个民族
7

!

$

岁儿童
b̀ h

的变化均值不同!民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8&%

#!男女性别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B

,

&8&%

#$结论
!

'

个民族间
7

!

$

岁儿童
b̀ h

的参考值范围不同$

关键词"参考值'

!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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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使用#白细胞三分群分析仪

已在各地广泛普及'血常规检查在短时间内从手工操作过渡

到半自动*全自动检测能够定量分析外周血的血细胞参数*提

高了工作效率#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广泛的参考数据'但在血

液分析仪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新的参数*新的指标(

7

)

'

红细胞参数检测是诊断治疗贫血必要的实验室检测手段#不同

病因引起的贫血病理不同#各项参数的变化也各不相同(

(/=

)

'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b̀ h

%是近几年来国内外常用的用于贫

血诊断分类的新指标#是反映外周血红细胞体积大小变异性的

参数#国内多数仪器用所测红细胞体积大小的变异系数

$

b̀ h//D

%表示#由血液分析仪的红细胞体积直方图导出#也

有的仪器采用红细胞体积大小的标准差$

b̀ h/"̀

%为报告方

式'

7.>'

年#

[@663B;

提出将平均红细胞容积$

U)V

%和
b̀ h

两个参数作为贫血分类的依据(

%

)

$

U)V

易受包括妊娠*血液离

体时间和抗凝剂种类及浓度等各种因素影响(

$/>

)

%#鉴于
b̀ h

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及此参数用于贫血分类诊断中

的重要性#笔者观察了儿童的
b̀ h

及有关参数值#并对比了

不同民族儿童
b̀ h

的关系#现将分析情况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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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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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本院
7

!

$

岁健康儿童#

'

个民族共

((%

例#其中哈萨克族
=.

例$男
('

例#女
($

例%#回族
$&

例$男

=&

例#女
(&

例%#汉族
77$

例$男
$<

例#女
=.

例%'

B8C

!

主要仪器
!

选用日本
"

2

63@S/d>&&

多参数半自动血液

分析仪#经氢化高铁血红蛋白测定法$

e:G;

%及标准血细胞计数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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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第
'(

卷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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