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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对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

!X1:

%合并肺孢子虫肺炎"

U)U

%的诊断价值!以

及经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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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以观察疗效&方法
"

选择
#''(

年
#

月
"

日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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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临床诊断为
!X1:

合并
U)U

患者
"#'

例为实验组!随机抽取
%'

例无肺部感染
!X1:

患者为临床对照组!并设健康对照组
"''

例!检测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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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实验组与临

床对照组的差异!并对实验组治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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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观察&结果
"

实验组
-18

水平显著高于临床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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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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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大多数下降至正常范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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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合并
U)U

患者血清
-18

水平均明显升高!而无肺部感染

!X1:

患者
-18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当!因此!推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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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
!X1:

合并
U)U

的诊断依据!同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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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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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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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观察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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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者最主要的机会感染疾病之一#死亡率很高*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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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敏感性#近年来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感染源学'分子生物学

及生物化学检测等#其中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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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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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诊断和疗效观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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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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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U)U

诊断由于临床症状不典型#易漏'误诊#主

要依赖病源学检查#但从患者痰液中查找
U)

的检出阳性率最

多
%'_

左右#即意味着有
%'_

左右
U)U

未检出#高敏感
U)T

阳性率虽然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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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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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由于健康人群和非
!X1:

患

者存在带虫的可能性#使
U)T

应用受到限制*因此研究简便'

快速'有效的辅助诊断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本组通过检测血清

-18

水平取得预期效果#结果显示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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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U)U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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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于临床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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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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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明
U)U

患者血清
-18

水平大幅升高#而非
U)U

的
!X1:

患者

-18

水平是正常的#推测
-18

测定能够表明
U)U

存在#进而

提供了
-18

可协同
U)

病源体检查诊断
U)U

的可能#值得推

广应用*

本研究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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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U)U

经
:9g

治疗后
-18

的变化进行

了观察#结果显示经
:9g

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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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后大多数患者
-18

水

平下降至正常范围内#仅
%

例变化不明显*

gI4I+

和
eN?H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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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18

水平具有判断
!X1:

合并
U)U

的诊断和预后

的重要价值#可反映疾病严重程度和药物疗效#当
-18

迅速

下降表明治疗效果良好%若下降慢或无变化表明疗效不佳*本

组
%

例患者
-18

水平变化不大#判定
:9g

治疗未产生效果#

后经调整药物后治愈#

-18

水平也降至正常#由此可判断这
%

例患者是对
:9g

耐药(

"'

)

*由于
:9g

等磺胺类药物是医治

U)U

的特效药物#因此#当
U)U

患者用
:9g

治疗后检测
-18

可以观测到随
-18

水平下降病情趋于好转%而
-18

水平正

常后
U)U

也应基本治愈#反之应考虑调整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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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腔积液检测中异形有核细胞与嗜酸粒细胞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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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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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血液(体液一体机检测胸腹腔积液中异形有核细胞与嗜酸粒细胞增高的相关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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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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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患者胸腹腔积液进行手工常规检查!在镜下检测到异形有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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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然后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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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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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

能血液(体液一体机进行分析!并查看图形中是否出现高荧光强度和嗜酸粒细胞数值增高!对这些标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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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并镜检!确定

镜下异形有核细胞类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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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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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镜下查见异形有核细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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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血液(体液一体机检测图形中出

现高荧光强度并嗜酸粒细胞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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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后镜检!癌性胸腹腔积液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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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腔积液性质待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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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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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镜下

查见异形有核细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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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血液(体液一体机检测图形中也出现高荧光强度但嗜酸粒细胞数值并未增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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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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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血液'体液一体机检测胸腹腔积

液中异形有核细胞与嗜酸粒细胞增高的相关性#本研究应用常

规显微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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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血液'体液一体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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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

患者胸腹腔积液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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