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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的病种分布情况
!

按照临床科室分析#对照组

患者主要来自于心血管科$

!&#!*

&(产科$

"$#&*

&(骨科

$

""#+*

&(神经外科$

"(#$*

&(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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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主

要来自于心血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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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

"&#&*

&(骨科$

"&#&*

&(神

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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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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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的病种分布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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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术前(术后各项指标比较
!

与对照相比#观察组

患者的术后住院天数明显降低(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术后血

红蛋白水平明显升高#

"

组患者的术后住院天数(术中出血量(

术后血红蛋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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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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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术前(术后各项指标比较

组别
术前住院

天数$

?

&

术后住院

天数$

?

&

术中出血

量$

BM

&

术前血红

蛋白$

8

"

M

&

术后血红蛋白

$

8

"

M

&

对照组
!$#$L"#+!+#%L$#) &+,#)L'),#) !'(#+L!+#+ !%)#(L!&#&

观察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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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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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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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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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众所周知#社会现处于缺血状态#由于社会的大量用血需

求(血源紧张导致医疗用血的供求矛盾逐渐变得明显#目前血

液供应无法满足临床用血快速增长的需求#血液供应紧张已由

.季节化/(.地域化/转为现在的.常态化/

)

'1$

*

'近年来#

I2V[

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I2V[

是指在一定时间内采集患者的

血液成分或全血#并作相应保存#在其治疗时再回输保存的血

液'

I2V[

是自体输血的方式之一#具有安全$不存在病毒感

染及免疫排斥反应的风险&(经济(有效等优点#能有效减少择

期手术对异体血液的输注需求#在血液供应紧张或一些稀有血

型来源不足时#能拓展血液来源#缓解临床用血的紧张局面'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自体输血在择期手术中所占的比例达

,%*

!

)%*

'在澳大利亚#择期手术约有
+%*

患者输注的是

自体血#在德国#临床手术前自体贮血率高达
,)*

#在日本#患

者在手术前自体备血约
$U

的病例已达
,%*

!

)%*

)

&1+

*

'我

国自
"%%"

年起#有医院在外科应用自体输血技术#并取得良好

效果'我国+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对自体输血率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三级综合医院自体输血率要达到

"&*

!

'&*

/'随着医院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

I2V[

在临床

应用中的多种优点#

I2V[

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

本研究选取
"%!$

年
!%

!

!"

月本院收治的符合
I2V[

指

征并进行
I2V[

输血的
&&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期未实施

I2V[

并输异体血的
!%+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结果发现异体输

血与
I2V[

患者的病种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

相对于异体输血患者#

I2V[

患者的术后住院天数明显降低#

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术后血红蛋白水平明显较高'本研究为

I2V[

在外科择期手术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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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细胞学常规检查在颅内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王光彦!杨思俊!高冬花!温
!

萍!龙双梅!马海珊!李海燕

"云南省楚雄州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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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脑脊液细胞学常规检查在颅内感染性疾病临床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采用粟氏玻片离心法进行脑脊液

细胞制片!经迈
1

格
1

吉"

RJJ

$染色和镜检!按候氏分类法进行细胞分类与诊断%结果
!

病毒性脑炎
&!%

例"占
')#,*

$!化脓性脑

膜炎
$+%

例"占
'&#)*

$!结核性脑膜炎
"&%

例"占
!)#+*

$!隐球菌性脑膜炎
'%

例"占
"#'*

$!脑寄生虫病
"%

例"占
!#+*

$!流行

性脑膜炎
>%

例"占
%#,*

$%结论
!

脑脊液细胞学常规检查是诊治颅内感染性疾病简便易行的方法!它对病毒性脑炎的早期诊断

更具优越性!对化脓性脑膜炎&结核性脑膜炎及其他脑膜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也具有较高临床价值%

关键词"颅内感染性疾病#

!

脑脊液细胞学#

!

病毒性脑炎

!"#

!

!%#')+)

"

-

#.//0#!+('1$!'%#"%!+#!"#%+"

文献标识码"

V

文章编号"

!+('1$!'%

"

"%!+

$

!"1!('$1%"

!!

颅内感染性疾病具有起病急(症状凶险#易漏诊或误诊'

如延误诊断和治疗#常致严重的后遗症和死亡#如能及时诊治#

预后大多良好)

!

*

'脑脊液细胞学$

OKEO

&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诊

断颅内感染性疾病简便易行的方法%现将本院
OKEO

常规检查

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病例资料来自本院临床各科室确诊的各种颅

内感染性疾病患者
OKEO

检查资料#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L&#)

&岁'其中病毒性脑炎$病脑&

&!%

例$占
')#,*

&#化脓性脑膜炎$以下简称化脑&

$+%

例$占

'&#)*

&#结核性脑膜炎$以下简称结脑&

"&%

例$占
!)#+*

&#隐

球菌性脑膜炎$以下简称隐脑&

'%

例$占
"#'*

&#脑寄生虫病

"%

例$占
!#+*

&#流行性脑膜炎$以下简称流脑&

!%

例$占

%#,*

&'

@#A

!

仪器与试剂
!

粟氏
ERU1&

型
OKE

细胞玻片离心仪%瑞

姬染液'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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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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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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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采用粟氏玻片离心法进行脑脊液细胞制片#取新

鲜脑脊液
!BM

#放入沉淀管内#低速离心后晾干'经迈
1

格
1

吉

$

ROJ

&染色和镜检#按候氏分类法进行细胞分类与诊断)

!

*

#判

断有核细胞数是否正常!

$

"%

个$

$%

倍镜&为正常(

"%

!$

&%

个为轻度增多#

&%

!

"%%

个为中度增多(

#

"%%

个为重度增多'

观察有无细菌(肿瘤细胞(其他病原体'分类
!%%

!

"%%

个有核

细胞$

!%%

倍镜&#计算出百分率'

A

!

结
!!

果

!!

颅内感染性疾病不同病期
OKEO

检查结果见表
!

'

表
!

!!

颅内感染性疾病不同病期
OKEO

检查结果

疾病
& OKEO

检查反应特征

病脑急性期
"%

嗜中性粒细胞反应

病脑亚急性期
$$%

转化型淋巴细胞反应

病脑恢复期
&%

单核细胞及转化淋巴细胞反应

化脑急性期
"$%

嗜中性粒细胞增多反应(核左移#见细菌
"&

例

化脑增殖期
)%

混合性细胞反应

化脑恢复期
!'%

以淋巴细胞增多反应及单核巨噬细胞

结脑急性期
!"%

以中性粒细胞增多为主混合细胞反应

结脑慢性期
!'%

以淋巴细胞为主混合细胞反应

隐球菌脑膜炎
'%

混合细胞反应和找到隐球菌

脑囊虫病
"%

嗜酸性细胞反应#可见巨噬细胞

流脑急性期
!%

嗜中性粒细胞增多反应

B

!

讨
!!

论

!!

病脑急性期可呈短暂的中性粒细胞反应#但反应时间极短

而不易见到#常在发病
!

!

"?

被典型的淋巴细胞所代替#并易

见激活淋巴细胞'无论治疗与否#大多迅速进入淋巴细胞或激

活淋巴细胞反应期$通常在
'?

以内&

)

"

*

'所以#中性粒细胞反

应期不易被发现'化脑急性期也呈中性粒细胞反应#反应时间

较长$通常在
!%?

以上&'本研究中
"%

例发病
'?

内
OKEO

检

查#提示中性粒细胞比例明显增高$

((*

!

,"*

&'

>

周后分别

复查
OKE

#均以淋巴细胞占优势'本研究中
$$%

例呈转化型淋

巴及淋巴样细胞反应#提示病脑进入亚急性期'由于大量的免

疫活性细胞的出现#所以认为本病与免疫反应有关)

"1'

*

'随着

治疗的有效和病情的好转#

OKE

中免疫活性细胞比例逐渐减

少#粒细胞下降乃至消失#可呈单核细胞反应或淋巴(单核细胞

比例趋向正常#提示疾病进入恢复期'本研究中
&%

例
OKEO

检查以单核细胞增多为主及转化淋巴细胞轻度增多#此时临床

症状已明显好转'

化脑急性期
OKEO

呈大量嗜中性粒细胞增多#可见核左移

及退行性变'本研究中
"&

例见中性粒细胞吞噬细菌#细胞外

找到细菌#结合临床即可确诊'但中性粒细胞升高而未找到细

菌者应与结脑中性粒细胞增多相鉴别'化脑急性期中性粒细

胞绝对数一般比结脑高#而免疫活性细胞不如结脑多#经抗菌

药物治疗后中性粒细胞迅速下降#而结脑中性粒细胞绝对数不

如化脑#尽管持续抗结核治疗#仍有一定数量的中性粒细胞#而

且持续时间长)

$

*

'

本研究中#结脑急性期大部分呈中性粒细胞为主的混合细

胞反应'如有不规则的抗结核治疗可呈淋巴细胞增多为主的

混合细胞反应'但始终有一定比例的免疫活性细胞(激活单核

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等多种细胞混合反应#这种特征对结脑的诊

断#尤其是早期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诊断价值'如抗结核治疗

的有效随中性粒细胞减少#甚至消失#有核细胞数也随之降低'

隐脑
OKEO

与结脑相似#急性期呈中性粒细胞增多为主的

混合细胞反应#慢性期呈淋巴细胞增多为主的混合细胞反应'

而且常可找到隐球菌而得到病原学确诊'本组
'%

例有
"%

例

初期呈中性粒细胞为主的混合细胞反应#

"%

例次以淋巴细胞

增多为主的混合细胞反应'

'%

例均找到隐球菌'墨汁染色
",

例为阳性'所以认为
OKEO

检查比墨汁染色更敏感'与侯熙

德等)

&

*报道相似'

脑囊虫病发生时#寄生虫一旦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后就形成

一种抗原物质#刺激参与免疫反应的酸性细胞增生#导致持续

的酸性细胞增多的
OKEO

异常'本研究中
"%

例
O3

报告为脑

囊虫病可能#

OKEO

检查酸性细胞增多约为有核细胞的
!%*

#

并可见吞噬细胞'

流脑急性期
OKEO

呈大量嗜中性粒细胞增多#可见杆状核

粒细胞#有时可找到双球菌#结合病史即可确诊'本研究中
!%

例与化脑急性期
OKEO

特征相同'

综上所述#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化脑的发病率有所

下降#而病脑已占据颅内感染的首位#病脑初期
OKEO

呈中性

粒细胞反应#亚急性期多以转化淋巴细胞增多为主#恢复期以

单核细胞增多或淋巴(单核细胞比例逐渐正常'而化脑急性期

OKEO

以中性粒细胞增多反应为主#伴有淋巴(单核细胞减少#

以及浆细胞出现'流脑
OKEO

特征与此相同'结脑急性期与

化脑截然不同'即有相当比例中性粒细胞的同时#伴有一定数

量激活单核细胞#以及转化淋巴(浆细胞(小淋巴等多种混合细

胞为特点'隐脑
OKEO

与结脑相似#但发现致病的隐球菌即可

确诊'脑寄生虫病因抗原刺激嗜酸性细胞增多#结合临床对诊

断有较大的价值'

目前#病脑病毒抗原检测阳性率低#抗体出现较晚#故
OK1

EO

对病脑的早期诊断更具优越性#与文献报道一致)

+1(

*

'而且

对化脑(结脑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也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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