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载脂蛋白成分#有刺激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进入内膜下层的

作用#也被认为是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之一(

)4.

)

*本研

究结果显示#癫痫患儿使用抗癫痫药物治疗前血脂水平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服药半年至
#

年后血

清
6(

'

6I

'

L[L

'

PL[L

'脂蛋白$

:

%及
5

'

74D

水平较治疗前增

高#

&[L

'

5

'

74:

水平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H

&

$,$"

%#提示抗癫痫药物可影响患儿血脂代谢*由于血脂

正常值范围较大#对使用抗癫痫药物长期治疗的癫痫患儿提倡

动态监测血脂水平#而不局限于血脂指标是否在正常范围*因

为血脂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潜在危险因素#易造成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和急性心肌梗死(

/4#$

)

*

综上所述#抗癫痫药物治疗会影响儿童血脂代谢#若癫痫

患儿需长期服用#为预防成年后发生动脉硬化和冠心病#服药

同时应动态监测血脂水平(

.

)

#当出现血脂水平持续升高时应调

整饮食方式#若饮食无法控制则给予必要的药物降脂#对防止

癫痫患儿成年后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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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依赖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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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同种抗体的特征性研究"

李
!

岚#

!方红辉%

#

!翁
!

彬!

"

#,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输血科!广东深圳
"#/$!"

&

%,

深圳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深圳
"#/$%$

&

!,

深圳市人民医院输血科!广东深圳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重型
#

4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以下简称地贫#患者产生同种抗体的发生率及其类型%方法
!

选择
%/$

例反复输血的重型
#

4

地贫患者"

#

4

地贫组#配血困难的标本进行同种抗体鉴定并与
#""

例非
#

4

地贫血液系统疾病患者"非
#

4

地贫

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

4

地贫组产生同种抗体概率高!

%/$

例患者中检出阳性抗体
%.

例!阳性率为
+,)*-

"

%.

'

%/$

#%累积输

血量小于
*$Z

患者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同种抗体
/

例!

'

*$Z

患者产生同种抗体
#+

例!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非
#

4

地贫组患者中产生同种抗体
#*

例!阳性率为
+,$!-

"

#*

'

#""

#%累积输血量小于
*$Z

患者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同种抗

体
%

例!

'

*$Z

患者中产生同种抗体
#%

例!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随着输血次数的增加!产生同种抗体

的概率相应增加!给予长期反复多次输血的患者
W&

抗原表型相匹配的血液输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可降低输血不良反应发

生率%

关键词"输血&

!

重型
#

地中海贫血&

!

同种抗体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4*#!$

"

%$#)

#

$%4$%!)4$!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以下简称地贫%是我国南方常见

的遗传性疾病*由于珠蛋白基因的缺失或缺陷#引起血红蛋白

肽链中的一种或几种合成不平衡所致的一组遗传性疾病(

#

)

*

重型
#

4

地贫因
#

4

珠蛋白基因突变#使
#

4

珠蛋白合成缺乏或极度

减少#多余的
$

4

珠蛋白形成
$

四聚体$

$

*

%沉积在红细胞膜上#

红细胞破坏增多#寿命明显缩短#导致慢性溶血性贫血#定期输

血是治疗重型
#

4

地贫的主要方法*通过输血#患者的生活质量

得到很大改善#但反复'多次'长期输血给患者带来极大风险#

临床常遇见配血困难的情况#影响临床治疗#作者就此进行了

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广东省深

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重型
#

地贫患者
%/$

例$

#

4

地贫组%#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中位年龄
#.

岁*

首次开始输血治疗年龄
%

!

#)

个月#输血年限
!

个月至
!"

年#

中位年限
#)

年*输血间隔最短
#*A

#最长
%

个月#每次输注
#

!

*Z

红细胞悬液*选择
#""

例血液系统疾病$包括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患者$非
#

4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3=OL:DK<A

!

O:3F:;

?

%$#)

!

P7C,!.

!

Q7,%

"

基金项目!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资助项目$

O(UO%$#*$*#*.$/%##)%

%*

!

#

!

通讯作者#

R49:1C

!

!)+!!#/*+

"JJ

,879

*



地贫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输血年限
%

!

)

年#输血间隔
%

!

#$A

#每次输注
#

!

%Z

红细胞悬液*

?,@

!

仪器与试剂
!

同种抗体筛查用微柱凝胶卡$批号!

#*#!#,$#

%'孵育器$型号!

I;1@7C2,\Q!#+4$$$$.+.

%及离心机

$型号!

I;1@7C2[I\NMQ

%均由西班牙戴安娜公司提供*抗体筛

选细胞
(

'

'

'

)

号$批号!

%$#"$#$%

%由长春博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鉴定谱细胞$批号!

%$#"$%$!

%由上海血液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提供*

?,A

!

方法
!

同种抗体筛查采用微柱凝胶法*取微柱凝胶卡做

好标记#分别加筛选细胞
"$

&

L

及患者血清
"$

&

L

#置专用孵

育器
!.e

孵育
#"913

#

#$$$;

"

913

离心
#$913

判读结果*均

匀沉于管底为阴性#悬浮于凝胶表面或凝胶中为阳性*阳性标

本进行抗体鉴定加入筛选谱细胞#方法同上*比较两组患者产

生同种抗体的类型'例数及阳性率*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_

$,$"

#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4

地贫组患者产生同种抗体阳性结果分布情况
!

%/$

例

#

4

地贫患者输血
%."+

例次#产生同种抗体
%.

例#阳性率为

+,)*-

$

%.

"

%/$

%*其中
WE

血型系统产生的同种抗体
%!

例#

占
/",#+-

$

%!

"

%.

%#

T1AA

系统
!

例#占
##,##-

$

!

"

%.

%#

KQ\4

2Z

系统
#

例#占
!,.$-

$

#

"

%.

%*累积输血量小于
*$Z

患者中

产生同种抗体
/

例#占
%+,)!-

$

/

"

%.

%&

'

*$Z

患者中产生同

种抗体
#+

例#占
.$,!.-

$

#.

"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H

&

$,$"

%*

@,@

!

非
#

4

地贫组患者产生同种抗体阳性结果分布情况
!

#""

例非
#

4

地贫患者输血
")#

例次#产生同种抗体
#*

例#阳性率为

+,$!-

$

#*

"

#""

%*全部均由
WE

血型系统产生*累积输血量

小于
*$Z

患者中产生同种抗体
%

例#占
#*,%+-

$

%

"

#*

%&

'

*$Z

患者中产生同种抗体
#%

例#占
/",.#-

$

#%

"

#*

%*两组

患者产生同种抗体阳性结果分布情况见表
#

*

@,A

!

不同性别及输血量患者产生同种抗体阳性结果分布情况

!

输血量越多'频次越高的患者产生同种抗体比例越高#两组

患者中产生同种抗体者输血均在
!

次以上&

&

#/

岁女性患者

同种抗体抗体检出率与男性相似#

'

#/

岁者同种抗体检出率

高于男性*

表
#

!!

两组患者产生同种抗体阳性结果分布情况#

%

$

组别
%

抗体例数 抗
[

抗
(

抗
R

抗
8

抗
<

抗
OT:

抗
OTD

抗
K

#

4

地贫组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非
#

4

地贫组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

"

!

H

&

$,$"

#与同组小于
*$Z

比较*

A

!

讨
!!

论

地贫是我国南方常见的遗传性疾病*重型
#

4

地贫患者从

父母双方各继承一个异常
#

4

珠蛋白基因#即为纯合子
#

4

地贫*

若父母双方的异常
#

4

基因突变类型不同#则为双重杂合子
#

4

地

贫#临床表现与纯合子相似*重型
#

4

地贫患者出生时正常#一

般于
!

!

)

个月开始发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临床唯一可

行的治愈方法#但由于匹配干细胞供者少#费用昂贵#仅有小部

分患者受益(

%

)

*通过基因治疗替代缺陷的
#

4

珠蛋白基因恢复

正常造血功能#已有成功的个案报道(

!

)

#但受限于基因表达的

时空复杂性#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绝大部分重型
#

4

地

贫患者需依赖定期规范输血维持生命*但长期输血可导致多

种同种抗体的产生#给输血治疗带来困难*

本研究结果显示#

#

4

地贫组患者输血
%."+

例次#检出具有

临床意义的同种抗体
%.

例#阳性率为
+,)*-

$

%.

"

%/$

%*其中

WE

血型系统产生的同种抗体
%!

例$

/",#+-

%#

T1AA

系统
!

例

$

##,##-

%#

KQ\2Z

系统
#

例$

!,.$-

%*累积输血量小于
*$

Z

患者中产生同种抗体
/

例#

'

*$Z

患者中产生同种抗体

#+

例*

非
#

4

地贫组患者输血
")#

例次#检出具有临床意义的同种

抗体
#*

例#阳性率为
+,$!-

*全部均由
WE

血型系统产生*

累积输血量小于
*$Z

患者中产生同种抗体
%

例#

'

*$Z

患者

中产生同种抗体
#%

例*非
#

4

地贫患者虽在较短时间内输血量

大#频率高#但从整体来讲#其输血年限和输血总量仍远远低于

#

4

地贫组#故产生同种抗体的概率略低于
#

4

地贫组*本研究结

果显示#输血量越大'频次越高#产生同种抗体比例越高*两组

产生同种抗体患者输血均在
!

次以上#

&

#/

岁女性患者检出

不规则抗体与男性相似#

'

#/

岁女性在妊娠等生理因素影响

下#与机体受到免疫刺激有关#可能同时存在输血和妊娠双重

机会#所以成年女性同种抗体检出率高于男性患者#与文献(

*

)

报道的结果一致#

&

#/

岁患者则无这种性别差异*

本研究中具有临床意义的同种抗体以
WE

血型抗体比例

最高#

#

4

地贫组占
/",#+-

$

%!

"

%.

%#非
#

4

地贫组则为
#$$,$-

$

#*

"

#*

%#

WE

血型抗体是引起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最常见的

同种抗体*该类抗体通常是患者经输血刺激后发生红细胞同

种免疫而产生(

"

)

#虽然
WE

血型系统中
[

抗原的强度高于
R

抗

原#但从表
#

可见#抗
R

却多于抗
[

#这与近年来由于医院将
[

抗原检测纳入常规血型检测项目有关(

)

)

#所以降低了抗
4[

检

出率和引起不良反应的机会*反而临床上患者产生抗
R

的概

率大于抗
4[

*抗
8

一般通过免疫产生#在
WE

血型系统中#其重

要性仅次于抗
[

和抗
R

(

.

)

*临床工作中较少关注
WE

血型系

统中的
R

'

<

'

(

'

8

抗原是否相符*其实
WE

血型系统的临床重

要性仅次于
5VX

血型系统#所以在检出患者体内有
WE

血型

抗体时应尽量给予
WE

表型同型血液输注(

/

)

*能最大限度地

保证长期输血患者的输血安全#避免因输入含有抗原阳性血液

而引起迟发型输血不良反应(

+

)

*

T1AA

系统的
OT:

与
OTD

的免疫性微弱#常与其他抗体同

时存在#难以鉴定#二者均由怀孕或输血致敏作用后形成#通常

抗
OT:

较抗
OTD

常见*本研究中抗
OT:

阳性患者就同时合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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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R

和抗
8

阳性*

抗
4K

为冷凝集素#常以免疫球蛋白
K

的形式存在#一般

不在体内引起溶血性反应#但当机体处于冷抗体最适温度范围

$

*

!

%$e

%时也可发生溶血反应(

#$

)

*

综上所述#重型
#

4

地贫患者在开始第一次输血前明确血型

很重要#包括
5VX

血型#

WE

$

[

%阳性还是阴性#以及较为罕见

的
WE

系统
(

'

8

'

R

'

<

#甚至
T<CC

'

T1AA

系统#这样患者就能接受

尽可能血型相符的血液#减少血液不吻合或不相容产生的排斥

反应#避免输血相关性溶血*因此#重型
#

4

地贫患者的同种抗

体检查对于预防输血不良反应'为有可能行干细胞移植治疗的

患者创造条件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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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非典型病原体
M

B

K

检测结果分析

黄海锋!李东明!胡雪桦!黄
!

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广西南宁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常见非典型病原体感染情况%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

#%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妇幼保健院住院的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支原体"

KN

#$乙型流感病毒"

MHV

#$嗜肺军团菌"

LN

#$呼吸道合胞病毒

"

W\P

#$腺病毒"

5[P

#$副流感病毒"

NMP2

#$甲型流感病毒"

MH5

#$

j

热立克次体"

(Xa

#$肺炎衣原体"

(N

#等
+

种常见病原体血清

M

B

K

检测结果及临床资料%结果
!

+##.

例患儿
M

B

K

检出率为
*%,.#-

!其中单一病原体阳性占
)","*-

!前
!

位为
KN

"

!),"$-

#$

MHV

"

#!,/!-

#$

LN

"

!,/$-

#&多种阳性占
!*,*)-

!以
KN

合并
MHV

检出率最高&

!

岁以下婴幼儿占阳性人数的

/%,$"-

!不同性别$季节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KN

$

MHV

是引起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

体!以
KN

及其合并的双重感染多见&

!

岁以下儿童为易感人群!病原体感染无性别$季节差异%

关键词"呼吸道感染&

!

急性病&

!

儿童&

!

免疫球蛋白
K

&

!

非典型病原体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4*#!$

"

%$#)

#

$%4$%!/4$%

!!

呼吸道病原体血清
M

B

K

抗体的出现是急性呼吸道感染的

重要标志(

#4*

)

#因而对呼吸道病原体
M

B

K

抗体联合检测有助于

临床诊治*为了解广西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童非典型病原

体感染情况#本研究对
%$#*

年
#

!

#%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

幼保健院住院的
+##.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
+

种常见非典

型病原体
M

B

K

检测结果及临床资料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住院患儿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临床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支气管肺

炎等*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日本奥林巴斯
Va"#6W4!%HV!4H$#

正置荧光显微镜*检测试剂购于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试剂在有效期内使用*

?,A

!

方法
!

采集患儿入院当天或用药前静脉血
%9L

#

%$$$;

"

913

离心
"913

分离血清#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嗜肺

军团菌$

LN

%'肺炎支原体$

KN

%'

j

热立克次体$

(Xa

%'肺炎衣

原体$

(N

%'腺病毒$

5[P

%'呼吸道合胞病毒$

W\P

%'甲型流感

病毒$

MH5

%'乙型流感病毒$

MHV

%和副流感病毒$

NMP2

%

M

B

K

抗体*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
%

% 检验*

H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M

B

K

检测结果
!

+##.

例患儿中检出阳性
!/+*

例#检出

率为
*%,.#-

*其中单一病原体阳性
%""%

例#占
)","*-

#合

并阳性
#!*%

例#占
!*,*)-

*见表
#

*

表
#

!!

+

种常见非典型病原体
M

B

K

阳性情况#

%_+##.

$

病原体 阳性$

%

% 阳性率$

-

%

KN !%+$ !),$+

LN !** !,..

(Xa !) $,!+

(N #" $,#)

5[P #)! #,.+

W\P #)! #,.+

MH5 ** $,*/

MHV #%)# #!,/"

NMP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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