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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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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胱抑素
O

&

#

"

微球蛋白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IP]

$的关系%方法
!

选择
!&%

例孕晚期
IP]

患者"

IP]

组$

和
!&%

例正常孕晚期女性"对照组$!检测血清中胱抑素
O

&

#

"

微球蛋白水平%结果
!

IP]

组胱抑素
O

&

#

"

微球蛋白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血清胱抑素
O

&

#

"

微球蛋白测定对
IP]

的预测&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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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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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IP]

&是妊娠期女性所特有的疾病#部

分孕妇在妊娠期患有高血压病#是导致围生期母婴死亡率升高

的重要因素)

!

*

#其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未阐明#是产科的重

要研究课题'本研究通过对
!&%

例孕晚期
IP]

女性进行胱抑

素
O

(

#

"

微球蛋白检测#以期为
IP]

的预测(诊断及治疗提供

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IP]

患者$

IP]

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L

!%#$,

&岁%诊断标准参见文献)

"

*'同期就诊健康孕晚期女性

!&%

例纳入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L!!#!"

&岁'

"

组研究对象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b`!#,+!

#

!b

%#%(%

&#具有可比性'入选人群均无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严

重肝肾功能不全等疾病#均为单胎妊娠'

@#A

!

检测方法

@#A#@

!

血压测量
!

入选人群均由同一工作人员采用台式水银

柱血压计测量右侧肱动脉血压#连续测量
'

次#取平均值'

@#A#A

!

胱抑素
O

及
#

"

微球蛋白检测
!

入选人群抽取静脉血

'BM

于抗凝管中#离心分离血清后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胱抑素
O

(

#

"

微球蛋白'参考范围!胱抑素
O

小于
%#&)

!

!#&B

8

"

M

%

#

"

微球蛋白小于
%#"B

8

"

M

'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IKK!(#%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L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

IP]

组收缩压(舒张压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LH

%

组别
&

收缩压 舒张压

IP]

组
!&% !$&#!,,L"!#%' )%#%'L!"#)!

对照组
!&% !"'#((%L!)#&, ,'#""L!$#&&

B !'#(&) +#$,'

! %#%%% %#%%%

A#A

!

"

组胱抑素
O

及
#

"

微球蛋白水平比较
!

IP]

组胱抑素

O

(

#

"

微球蛋白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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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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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组胱抑素
O

及
#

"

微球蛋白水平比较$

=LH

%

组别
&

胱抑素
O

$

%

B4>

"

M

&

#

"

微球蛋白$

B

8

"

M

&

IP]

组
!&% "#!)L%#+$ !%#))L$#%+

对照组
!&% !#)(L%#(! %#%"L%#$"

B '#'"% $"#&!)

! %#%%% %#%%%

B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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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病因学说较多#普遍认为与母体内皮细胞损伤有关#

是影响孕产妇和围生儿思维的重要原因)

'

*

'胱抑素
O

是半胱

氨酸蛋白酶抑制剂的一种#生成稳定#无明显昼夜节律变化'

相关文献显示#胱抑素
O

与心脑血管疾病事件有密切关

系)

$

*

'赵秀芳等)

&

*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微量清蛋白处于正常

水平时#胱抑素
O

已明显升高'健康人合成和释放
#

"

微球蛋

白速度恒定#昼夜变化小#在新陈代谢过程中进入血液循环#能

自由通过毛细血管壁#正常情况下几乎全部被肾小球毛细血管

壁重吸收并分解'相关文献报道#高血压患者尿素氮和肌酐尚

在正常范围内时#血(尿
#

"

微球蛋白已明显升高)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IP]

组收缩压(舒张压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IP]

组胱抑素
O

水平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胱抑素
O

水平可能

与
IP]

的发生有一定关系'由于肾脏是清除血液中胱抑素
O

的唯一场所#所以胱抑素
O

是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内源性标

志物'通过分析发现#随着
IP]

的发展#妊娠晚期女性多器官

发生变化#肾小球及肾小管功能受损#血清胱抑素
O

升高#通

过测定胱抑素
O

水平可对
IP]

早期靶器官损伤进行评估'本

研究结果发现#

IP]

组
#

"

微球蛋白检测结果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李锦等)

(

*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

果具有一致性#提示
#

"

微球蛋白与高血压的发生具有相关性'

程金阳等)

,

*报道显示#

#

"

微球蛋白水平与
IP]

早期肾功损伤

无明显关系#但会随着病情加重而升高#由此可以将血中
#

"

微

球蛋白水平作为判断中(重度妊高症肾损伤的重要指标'

综上所述#胱抑素
O

(

#

"

微球蛋白是能够较好地反映
IP]

病情的灵敏指标#临床动态观察胱抑素
O

(

#

"

微球蛋白水平变

化#能够提供更丰富的
IP]

产前诊断依据#利于筛查高危人

群#及时治疗#降低发病率#为妊娠期女性提供更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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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道
$

种病原体检测结果分析

王彦平!白会仓

"天津医科大学宝坻临床学院检验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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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该地区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人型支原体及淋病奈瑟菌
$

种病原体的阳性率!并

对支原体做药敏分析!为临床诊疗和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

对
!%"!

份来自该院的门诊及住院泌尿生殖道疾病患者的标本分别

做以上
$

种病原体检测&培养和药敏试验!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

种病原体阳性率分别为'沙眼衣原体
,#%"*

&解脲脲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淋病奈瑟菌
!#!)*

%解脲脲原体对红霉素类&四环素类和氧氟沙星敏感率高于
)%*

!人型支原体

对四环素类敏感率
!%%*

%结论
!

该地区泌尿生殖道感染的
$

种病原体中!解脲脲原体阳性率最高!淋病奈瑟菌阳性率最低!病

原体检测及药敏试验对临床诊疗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沙眼衣原体#

!

解脲尿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淋病奈瑟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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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眼衣原体$

O3

&(解脲脲原体$

UD

&(人型支原体$

R=

&与

淋病奈瑟菌$

TJ

&都是性传播疾病的常见病原体#目前这些疾

病的感染呈上升趋势)

!

*

'支原体(衣原体感染泌尿生殖道后#

患者临床症状轻微#表现隐匿#易被患者忽视而造成疾病迁延

不愈)

"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本院

的门诊就诊及住院泌尿生殖道疾病患者中做
O3

(

R=

(

UD

(

TJ

检测#培养和药敏试验
!%"!

例#因患者所做项目各有选择#不

同项目的患者例数各不相同'其中女
(""

例#男
"))

例'患者

年龄
!+

!

,+

岁#均有性生活史'

@#A

!

仪器与试剂
!

上海凯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O3

抗

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上海奥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泌尿生殖道病原性支原体鉴定和药敏定量培养板#天津金章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巧克力$

JO

&琼脂培养基'

@#B

!

方法
!

男性患者清洁尿道口后#用无菌拭子插入前尿道

"

!

$AB

取分泌物%女性患者先消毒外阴#再用无菌拭子伸入

宫颈
"

!

$AB

处旋转
"

周#至少停留
!%/

取分泌物#取样后立

即送检'所有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IKK!)#%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O3

阳性率及性别差异
!

共
+),

份标本进行
O3

检测#阳

性
&+

份#阳性率为
,#%"*

'其中来自女性标本
$,'

份#阳性

$$

份#阳性率为
)#!!*

%来自男性标本
"!&

份#阳性
!"

份#阳

性率为
&#&,*

'男(女性
O3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b"#&!%

#

!b%#!!'

&'

A#A

!

UD

阳性检出情况及药敏试验

A#A#@

!

UD

阳性率及性别差异
!

共
),,

份标本进行
UD

检测#

阳性
$+"

份#阳性率为
$+#(+*

'其中来自女性标本
(%%

份#阳

性
',%

份#阳性率为
&$#")*

%来自男性标本
",,

份#阳性
,"

份#阳性率为
",#$(*

'女性的
UD

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b$#&,!

#

!b%#%'"

&'

A#A#A

!

各年龄段
UD

阳性率比较
!

$

年龄组间阳性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

#

!b%#%!$

&#

&!

岁及以上患者标

本阳性率明显低于其他组'见表
!

'

表
!

!!

各年龄段
UD

阳性率比较#

&

$

*

%&

年龄$岁&

&

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B

!

UD

药敏试验结果
!

UD

对各药物敏感率如下!林可霉

素
%*

#红霉素
),#+'*

#罗红霉素
),#)!*

#阿奇霉素
),#+'*

#

交沙霉素
))#$&*

#米诺环素
))#!,*

#多西环素
))#$&*

#氧氟

沙星
)!#,%*

#诺氟沙星
")#(,*

'此处统计时已剔除
UD

与

R=

双重阳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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