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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等危重并发症#且患儿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鉴别心源性*

肺源性呼吸障碍十分困难#易漏诊误诊)心肌酶谱*

S/0

"

H360

S+

的文献报道与健康组相比的较多#各病种间相互关系的报

道有限#新生儿则更少)本文通过对
$AA

例新生儿的心肌酶

谱*

S/0

"

H36S+

检测和相关性分析#为临床鉴别新生儿心源

性*肺源性呼吸困难以及预警*判断心肌损害的程度提供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选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新生儿患者
$AA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日龄
$

$

$A#

)根据临床诊断标准'

$

(

#将
$AA

例患儿分为重度窒息组
*'

例#窒息组
=A

例#肺炎组
=%

例#其他疾病组$包括高胆血症*败

血症*早产儿*腹泻*

;6c

溶血*低体质量等&

=*

例)

A&B

!

方法
!

采用日立
E$)(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心肌酶谱

$

;:/

*

78W

*

,[

*

,[0_6

&#试剂盒*校准品均由日本世诺公司

提供)采用罗氏
,31JCF=$$

电化学发光仪检测
S/0

"

H36S+

#

试剂盒*校准品均由罗氏诊断$上海&有限公司提供)静脉采血

*I7

#分离血清待测)

A&C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通过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检

测结果呈偏态分布#用中位数$范围&表示#组间比较运用非参

数秩和检验$

:;:$$&'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影响因素运用多

元线性回归与相关进行分析$

:;:E&*

&#

I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各疾病组
'

项指标检测结果的秩和检验分析#见表
$

)

表
$

!!

各疾病组
'

项指标检测结果的秩和检验分析

组别
# ;:/

$

e

"

7

&

78W

$

e

"

7

&

,[

$

e

"

7

&

,[0_6

$

e

"

7

&

S/0

"

H36S+

$

D

O

"

7

&

重度窒息组
*'

@*&'

$

$$%=&(

$

@)A&'

$$

$'=&'

$$

$($(%&(

$$$

窒息组
=A

$(A&(

$

@A@&'

$

$(%'&(

$$

'@&(

$$

*)$=&(

$$$

肺炎组
=%

E%&(

$

)(A&'

$

'('&'

$$

'=&(

$$

**%%&(

$$$

其他疾病组
=*

E=&'

$

)$%&(

$

E(*&(

$$

'A&'

$$

%'@(&(

$$$

!!

$

!

I

(

(&('

#

;:/

*

78W

组间比较%

$$

I

'

(&('

#

,[

*

,[0_6

组间比较%

$$$

I

'

(&(($

#

S/0

"

H36S+

组间比较)

B&B

!

各疾病组
'

项指标多元回归及相关分析

B&B&A

!

相关指数$

2

%

&

!

;:/j(&)*@

#

78Wj(&EA)

#

,[j

(&'EA

#

,[0_6j(&@)=

#

S/0

"

H36S+j(&)$A

#整个回归方程模

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方程成立)尤其是
,[0_6

$

2

%

&

j(&@)=

#提示与重度窒息组密切相关)

B&B&B

!

相关系数$

2

&

!

除了
;:/

*

S/0

"

H36S+%

项指标的其

他疾病组以外$

I

(

(&('

&#其他各组自变量对应变量的影响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I

'

(&(($

&)

C

!

讨
!!

论

呼吸障碍是新生儿疾病的常见症状#由此引起的低氧血症

和酸中毒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心肌缺氧*酸中毒使心肌细胞膜

通透性增加#心肌酶溢出#使血清酶升高)

,[0_6

在心肌细胞

内含量较多#是心肌特异性酶#其升高对判断心源性呼吸障碍*

心力衰竭具有特异性'

%

(

)随着心肌标志物检测技术的发展#肌

钙蛋白*

S/0

"

H36S+

等给诊断带来很大帮助'

*0=

(

)

S/0

"

H36S+

是心室扩大*心肌张力增高时产生#是心室功能障碍的特异*敏

感指标'

'0A

(

#与左心室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呈正比#

S/0

"

H360

S+

越高#心肌损害则越严重'

E0)

(

)

本研究通过血清心肌酶谱$

;:/

*

78W

*

,[

*

,[0_6

&和

S/0

"

H36S+

联合检测#观察其在新生儿疾病中的改变和相互

关系#对心源性与肺源性呼吸障碍的鉴别诊断和治疗提供依

据)从表
$

显著性分析可以看出#

;:/

和
78W

的检测值在
=

组间比较#虽均有增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说明

特异性很差'

@

(

)

,[

*

,[0_6

检测值的比较#重度窒息组与另

三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I

'

(&('

&#与文献报道一

致'

$(0$$

(

)

S/0

"

H36S+

检测值的比较#重度窒息组与另三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结合
,[0_6

说明重度窒息组患

儿的呼吸障碍多为心源性且心肌受损最为严重)

有呼吸障碍就有心肌损伤#

S/0

"

H36S+

在呼吸障碍的诊

断*评估预后和预警心肌损害的判断上均有其重要意义'

$%

(

#是

判断急性心肌损伤的重要指标)

$

周内的新生儿
S/0

"

H36S+

可有生理性升高#与病理性升高有重叠'

$*

(

#故临床在鉴别诊断

心源性*肺源性呼吸障碍时存在局限性#采取针对治疗缺乏依

据)这些日龄的患儿联合
,[0_6

的检测刚好弥补了这些缺

+

$=E$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DK̂ 7J1_F#

!

M̂4

N

%($%

!

3̀4&**

!

S3&$=



陷#是提高诊断率的有效手段)

心肌酶谱尤其是
,[0_6

和
S/0

"

H36S+

的联合检测#对

鉴别心源性*肺源性呼吸障碍#判断心肌损害有重要价值#可防

止患儿心肌损害加剧*减少心衰的发生#从而提高新生儿的生

存质量)

参考文献

'

$

( 金汉珍#黄德珉#官希吉
&

实用新生儿学'

_

(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

%((*

!

EA%0EA)&

'

%

( 黄胜和
&

酶在临床上的应用'

_

(

&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

( 舒铭#陈秋莹
&

血清
6S+

在临床诊断中新的应用价值探讨'

^

(

&

国

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0))A&

'

=

( 马锦洪#姜庆波
&S/0

"

H36S+

在心力衰竭诊断中的价值'

^

(

&

国际

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0%*'A&

'

'

( 袁劲松#陈文
&S0

末端脑利钠肽原在心力衰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E0$=$@&

'

A

( 卢丰才
&S0

末端
6

型脑钠肽原的临床应用现状及其检验的注意事

项'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E0$$'@&

'

E

( 史晓敏#林箐#徐国宾#等
&

血清
S

末端
6

型钠尿肽原在心功能评

价及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诊断中的初步运用'

^

(

&

中华检验医学

杂志#

%(('

#

%)

$

$

&!

*E0=$&

'

)

(

7FFW:

#

:3D,6

#

:P5D:W

#

FKJ4&,45D52J423HHF4JK53D1FKRFFD1HJ5D

DJKH5MKFK52

"

F

"

K5#FJD#JDKPHJ2

N

245D05D#M2F#2JH#5J2K3G525K

N

'

^

(

&

,JD2FH-FC/HFJK

#

%(()

#

=(

$

*

&!

$%$0$%A&

'

@

( 何菊芳#董梅#匡铁吉#等
&

肺炎*上呼吸道感染患者血清中
S/0

"

H36S+

*心肌酶谱*超敏
,

反应蛋白水平的调查'

^

(

&

武警医学#

%((E

#

$)

$

$$

&!

)*(0)**&

'

$(

(刘阳
&

不同程度窒息新生儿心肌酶谱检测临床分析'

^

(

&

齐齐哈尔

医学院学报#

%(()

#

%@

$

$

&!

%@0*(&

'

$$

(陈晓婷#陈瑞凤
&

心肌酶谱水平变化结合心电图对新生儿窒息临

床诊断的意义'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E

&!

%(*(0%(*$&

'

$%

(葛青玮#黄洁#张雷
&

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血清氨基末端
6

型钠尿肽

原的水平分析及预警机制的探讨'

^

(

&

检验医学#

%($$

#

%A

$

%

&!

)%0

)=&

'

$*

(

3̂PDC_,

#

:KF

"

PFDC3D,&;I5D30KFHI5DJ4

"

H3060K

N"

FDJKH5MHFK52

"

F

"

K5#FKFCK5D

O

5DDF3DJKJ4JD#

"

F#5JKH52

"

JK5FDKC

'

^

(

&;I^,JH#50

34

#

%(()

#

$($

$

*;

&!

EA0)$&

$收稿日期!

%($%0($0(%

&

!经验交流!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血红蛋白及红细胞相关参数检测结果分析

戴
!

敏$

!李亚兰$

!朱海燕%

"

$&

南京医科大学
!

%$((%@

#

%&

江苏省海宾人民医院
!

%%A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自身免疫性肝炎对人体外周血红蛋白"

W1

$和平均红细胞体积"

_,̀

$(平均细胞血红蛋白"

_,W

$等红细

胞相关参数的影响%方法
!

定量测定
*A

例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和
*A

例健康者外周
W1

(

_,̀

(

_,W

(红细胞分布宽度"

-8U

$!

对比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与肝功能正常的住院患者和健康者各项指数的差异%结果
!

;9W

组的
_,̀

(

_,W

高于对照组!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_,̀ 3j=&@%

!

I

'

(&($

#

_,W3j=&@*

!

I

'

(&($

$!其余
W1

(

-8U0:8

(

-8U0,̀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导致外周
-6,

(

_,̀

(

_,W

升高!但不影响
W1

浓度和
-8U

%

关键词"自身免疫性肝炎#

!

红细胞#

!

血红蛋白

!"#

!

$(&*@A@

"

B

&5CCD&$AE*0=$*(&%($%&$=&(*@

文献标识码"

6

文章编号"

$AE*0=$*(

"

%($%

$

$=0$E=%0(%

!!

自身免疫性肝炎$

;9W

&是一类以自身免疫反应为基础的

肝脏炎性病变#多见于女性#首次发病年龄在
=(

岁左右)它通

常伴随着肝外表现#如关节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胰岛素依

赖性糖尿病等)肝脏是各种造血因子的储备场所和多种凝血

因子的合成场所)本文主要通过研究
;9W

的红细胞指标#进

一步了解
;9W

对红细胞的影响)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国际
;9W

小组$

9;9W!

&分别于
$@@*

年及

$@@@

年制定并更新了
;9W

诊断积分系统)其中临床特征
E

分#实验室检查
$=

分#组织病理学
'

分#确诊需大于
$'

分'

$

(

)

样本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根据上述标准诊断为
;9W

患者
*A

例$女
%E

例#男
@

例&%年龄

%(

$

EE

岁#平均
'A&'

岁)对照组为随机抽取的肝功能正常的

住院患者或来本院体检的健康者
*A

例$女
%A

例#男
$(

例&%年

龄
$@

$

)A

岁#平均
'*&A

岁)

A&B

!

仪器与试剂
!

.8/;0[

%

抗凝管#

:

N

CIFG\.%$((

血细

胞分析仪)

A&C

!

方法
!

患者入院后次日清晨毛细血管采血
%I7

)于

.8/;0[

%

抗凝管中#采用
:

N

CIFG\.%$((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

*A

例
;9W

患者和对照组的红细胞平均体积$

_,̀

&*红细胞平

均血红蛋白含量$

_,W

&*血红蛋白$

W1

&*红细胞分布宽度

$

-8U0:8

"

-8U0,̀

&)

A&D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以
Ji;

表示#采用
:+::$@&(

统计#进

行组间比较用
3

检验#

_,̀

*

_,W

*

W1

*

-8U0:8

*

-8U0,̀

作

相关分析)

B

!

结
!!

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间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j

(&'*

#

Ij(&'@

(

(&('

&%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j

(&AA

#

Ij(&'(E%

(

(&('

&)

;9W

组
_,̀

*

_,W

均高于对照

组$

I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9W

组与对照组比较#

W1

*

-8U0:8

*

-8U0,̀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

&#见

表
$

)

表
$

!!

;9W

组与对照组红细胞参数测定结果

红细胞基本参数
;9W

组 对照组
3 I

_,̀

$

L7

&

@%&'Ei=&)( )E&*$i=&%E =&@% (&((

_,W

$

"O

&

**&'=i*&$E *(&AAi$&'( =&@* (&((

W1

$

O

"

7

&

$%@&(*i$A&)= $%*&@Ei$'&)* $&*$ (&$@

-8U0:8

$

L7

&

=A&$Ai*&%@ ==&A*i=&)E $&'A (&$%

-8U0,̀

$

?

&

$*&E$i$&$@ $=&()i$&=) $&$A (&%'

C

!

讨
!!

论

_,̀

*

_,W

等红细胞参数是外周红细胞形态大小的重要

指标#此数值的改变往往与红细胞生产过程中的营养元素有

+

%=E$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DK̂ 7J1_F#

!

M̂4

N

%($%

!

3̀4&**

!

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