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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在缺铁性贫血"

&Z"

#患者体内铁蛋白"

!A@

#(促红细胞生成素"

QbP

#(叶酸"

!<F

#和维生素
V

(+

"

#7BV

(+

#水

平变化的临床相关性!为其临床诊断(治疗(预后判断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对
2(

例
&Z"

患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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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

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的血清
!A@

(

QbP

(

!<F

和
#7BV

(+

水平进行测定并进行对比$结果
!

&Z"

组
QbP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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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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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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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

%

*-*.

#$结论
!

缺铁性贫血虽然主要是由于铁的摄取和体内贮存铁缺乏所引

起!但与体内
!A@

(

Q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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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和
#7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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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同样密切相关!

!A@

(

QbP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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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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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诊断和鉴别
&Z"

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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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铁性贫血$

&Z"

%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各型

贫血中最多见的类型之一(

(

)

#对本院
+*()

$

+*(;

年已确诊的

2(

例
&Z"

患者及
55

例健康对照者的血清铁蛋白$

!A@

%*促红

细胞生成素$

QbP

%*叶酸$

!<F

%和维生素
V

(+

$

#7BV

(+

%治疗前后

水平以及临床资料进行观察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上述
;

项指标

的测定#研究其与
&Z"

的关系#进一步为临床诊断*治疗及预

后判断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D-D-D

!

&Z"

组
!

2(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g(2-(

%岁'均为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明确诊断

的患者#诊断依据!$

(

%实验室检查血象呈小细胞低色素贫血*

骨髓象支持缺铁性贫血&$

+

%生化检查铁代谢及缺铁性红细胞

生成检查支持
&Z"

&$

)

%临床表现及鉴别诊断符合
&Z"

标准'

在征得患者支持和配合的基础上#在患者确诊且没有进行用药

$口服*肌肉注射*静脉注射铁剂及相关药物进行治疗者%纠正

&Z"

前#对
QbP

*

!<F

*

#7BV

(+

和
!A@;

项相关指标进行检查'

D-D-E

!

健康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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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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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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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3g3-.

%岁'入选标准为无各种贫血*血液系统疾

病#无缺血性心脏病*各种脑血管及外周血管疾病*肿瘤*消化

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等疾病#无糖尿病*高血脂和原

发性高血压及其他慢性病病史&女性月经活动正常#无直接或

间接影响
&Z"

各项检查指标征象或活动'以上
&Z"

组及健康

对照组均来自该院血液科和体检中心#

&Z"

组尽量确保为单纯

性
&Z"

#排除远期和近期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心*肝*肾功

能异常#排除家族肿瘤史*高血压及糖尿病者'两组观察对象

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经过统计学分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

$

*-*.

%#结果具有可比性'

D-E

!

仪器与试剂
!

/97=AFZT&5**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

QbP

*

!A@

*

!<F

*

#7BV

(+

化学发光试剂均由
VA=\0?9

公司提供#按试剂

说明书及相关作业指导书$

OPb

%进行操作'

D-F

!

方法
!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于清晨空腹#无菌条件下静脉

采血
)01

#置于无抗凝剂的标准真空管内作为血样标本#

)3^

水浴放置
)*079

后#以
)***@

"

079

的相对离心力离心
.

079

#分离出样本血清'

D-G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ObOO(3-*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测

定值以
Jg7

表示#组间样本均数之间的比较采用
!

检验#

"

%

*-*.

表示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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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Z"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体内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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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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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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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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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Z"

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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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7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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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
!A@

浓度进行
&Z"

的临床价值评估#分析结果分别呈明显的正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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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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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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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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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患者血清
!A@

*

QbP

*

!<F

*

#7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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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指标与其健康对照组相关数据比较经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Z"

患者
!A@

*

!<F

和
#7BV

(+

水平低于健康对

照组#而
QbP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F

!

讨
!!

论

!!

贫血可以被分为多种类型#导致贫血的原因也是多方面

的'

&Z"

的病程进展包括储存铁缺乏*缺铁性红细胞生成最终

发展为
&Z"

'所以说
&Z"

是长期负铁平衡导致的最终结

果(

+

)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缺铁诊断的标准包括!$

(

%血清铁小

于
5-2.

#

0<F

"

1

&$

+

%转铁蛋白饱和度小于
*-(.

&$

)

%

!A@

%

(+

#

L

"

1

&$

;

%红细胞游离原卟啉大于
(-+,

#

0<F

"

1

(

)

)

'其中相对

重要的检查是对铁蛋白的检测'铁蛋白是由蛋白质外壳即去

铁蛋白与铁核心即铁三价形成的复合物#具有强大的结合铁和

贮存铁的能力#以维持体内铁含量的相对稳定性#与体内贮存

铁的相关性极好#只有在体内缺铁的状态下才会出现
!A@

降

低(

;

)

'本文表
(

显示#

!A@

在
&Z"

患者体内比健康对照者明显

偏低#平均相差
(,-.

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

文献(

.

)基本符合'

QbP

是由肾脏产生的具有促进红细胞增殖分化作用的糖

蛋白类激素#在非贫血状态下体内水平极低#但缺氧等条件会

导致红细胞和$或%血红蛋白水平低下的状态下上升
(***

多

倍'一般临床上对
&Z"

的诊断并不把它作为诊断标准#而本

次研究发现在
&Z"

患者组
QbP

的检测平均值为$

+52-2g

2)-,

%

0F/

"

01

#相对于健康组平均值$

()-2g.-(

%

0&/

"

01

明

显偏高#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可以推测由于机体贮

存铁消耗殆尽出现
&Z"

贫血状态#机体出现缺氧情况#从而引

发
QbP

代偿性增加#以满足机体对红细胞携氧的需求(

,

)

'

!<F

与
#7BV

(+

缺乏后会引起
Z$"

合成障碍#是导致巨幼

细胞性贫血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从表
(

发现#在
&Z"

患者

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对比中#

!<F

与
#7BV

(+

的体内水平也有一定

变化#

&Z"

组的两个指标分别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并且这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

3

)

'所以
!<F

与
#7BV

(+

的检测

不仅在巨幼细胞性贫血的诊断中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在
&Z"

患者的诊断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综上所述#贫血作为一种临床表现#导致的原因是多种多

样的'随着越来越多关于某种疾病致病因素或者其真正的致

病因素的发现#以及复杂疾病的出现#要求研究者要以更加广

阔的视角去诊断疾病'单就
&Z"

来讲#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铁供应和$或%贮存铁的缺乏引起#但笔者也发现
QbP

*

!<F

*

#7BV

(+

也会出现相应一些变化'由此可以说明#在临床上对临

床表现不明显的
&Z"

#可以联合以上
)

项指标来进行诊断*治

疗以及预后的判断'

参考文献

(

(

) 邓家栋
-

邓家栋临床血液学(

Y

)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

) 孙金芳#朱建斌
-

缺铁性贫血的研究进展(

X

)

-

中国综合临床#

+**(

#

(3

$

5

%!

.,2:.3*-

(

)

) 叶任高#陆再英
-

内科学(

Y

)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5-

(

;

) 王鸿利#尚红#王兰兰
-

实验诊断学(

Y

)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

!

,*:,(-

(

.

)

RA7HA@

L

QZ-&@<9

>

@<0<BBCA

L

@<MBC<EBG0<@=AFF8

(

d

)#

(22+

!

(+.-

(

,

)

OC<

6

?97?"Y

#

J<9WG8BA@W-P@DA@79

L

E<F?BA?88?

I

8789<F<9

L

A@

6

G8B7E7ADE<@79JA8B7

L

?B7<9<E?9A07?8

#

79E<F7=?=7DE<@B7E7AD=<G9:

B@7A8

(

X

)

-VYU%A8$<BA8

#

+*(*

#

)

$

)

%!

++-

(

3

)

!A@9m9DAK:V?<?@A8!

#

Y<9Ko9 S

#

!<@9l Y-"8C<@B@AJ7AM<E

0?F?H8<@

>

B7<9?9D?9A07?

(

X

)

-R<@FDX[?8B@<A9BA@<F

#

+**2

#

(.

$

)3

%!

;,;;:;,.+-

$收稿日期!

+*(;:(+:+3

%

$上接第
(++,

页%

一个实验室用于分析同一项目两个方法之间的允许差值设置

质量规范#其公式为!方法间的允许差值小于
*-))U#&

(

2

)

'在

X?0A8RA8B

L

?@D

网站上可查的最新的生物学变异数据#其中

S=

I

的个体内生物学变异
U#&

为
24

#方法间允许偏倚百分

数!

Q"4_*-))U#&_*-))T24_+-234

'本例将医学决定

水平处的允许偏倚百分数转换成具体数值#

Q"_+-234f(._

*-;.

'由表
+

可知
Q"

大于 的
2.4

可信区间上限
*-),

#这说

明预期偏倚小于可接受偏倚的概率很高$大于
23-.4

%#即两

种试剂的方法性能相当#可以接受'

用于 检 测
S=

I

的 方 法 较 多#包 括 高 压 液 相 色 谱 法

$

Sb1U

%*酶联免疫吸附检测法$

Q1&O"

%*放射免疫分析法*荧

光偏振免疫分析法等#然而上述检测方法所使用的仪器或试剂

较为昂贵#操作步骤繁杂#无法在临床实验室中广泛应用'循

环酶法是利用酶的底物特性#放大靶物质的检测方法#具有快

速*简便*灵敏度高*易于自动化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

(*

)

#虽然

本文研究的两种试剂均使用循环酶法#但具体的底物酶*工具

酶*中间产物皆不同#同时其制作工艺及适用仪器等都有一定

的差异#其检测结果不可能完全一致'本文根据
U1O&:Qb2:"

相关文件#选择新鲜患者的血清#使用华臣诊断试剂和奥萨诊

断试剂#对
S=

I

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及偏倚评估#为不同
S=

I

诊断试剂的可靠性和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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