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不符的原因#通过明确初复检血型不符的原因#可发现并纠

正一些隐存的严重差错事件如献血者身份混淆'错留标本等#

应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4##

)

#必要时请献血者协

助#明确献血者身份*标本错留后如无法确认#应该将相关血

液报废#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差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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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Q5

载量与血小板参数相关性分析

牛继华!曹
!

辉!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检验科!上海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乙型肝炎"以下简称乙肝#病毒
[Q5

"

&VP4[Q5

#不同载量乙肝患者血小板参数的变化%探讨血小板参

数变化在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随机选择确诊为乙肝或
&VP

携带初诊患者!排除血液疾病患者!检测血清

&VP4[Q5

载量!同时检测血小板
"

项参数+血小板计数"

NL6

#$大血小板比率"

N4L(W

#$血小板比容"

N(6

#$平均血小板体积

"

KNP

#和血小板分布宽度"

N[d

#,!以
&VP4[Q5

载量数量级不同分为
!

组*

&

#$

"

$

#$

"

!

#$

.

$

(

#$

.

87

'?

'

9L

!分析
!

组患者血

小板参数差异性%并选择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结果
!

!

组患者血小板参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且随
&VP4[Q5

载量增高!

NL6

$

N(6

降低!

N4L(W

$

KNP

$

N[d

增高%结论
!

血小板参数变化对初步判断
&VP

复制的病

毒载量具有一定临床意义!乙肝患者血小板降低者应判断是否为病毒复制严重并及时给予抗病毒治疗!以减轻
&VP

对骨髓的抑

制作用%同时对临床医生制订治疗方案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肝炎!乙型&

!

[Q5

&

!

病毒载量&

!

血小板计数&

!

减少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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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V

文章编号"

#).!4*#!$

"

%$#)

#

$%4$%/$4$%

!!

乙型肝炎$以下简称乙肝%是一种乙肝病毒$

&VP

%感染率

高'发病率高'以肝脏炎性病变为主并可引起多器官损害的疾

病*乙肝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主要侵犯儿童及青壮年#少数

患者可转化为肝硬化或肝癌(

#

)

*因此#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

康的世界性疾病#也是我国当前流行最为广泛'危害性最严重

的一种疾病*乙肝无一定的流行期#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但多

属散发*乙肝发病率呈明显增高趋势*据统计全世界无症状

&VP

携带者(

&VP

表面抗原$

&V25

B

%携带者)超过
%,/

亿(

%

)

#

我国约占
#,!

亿(

!

)

*

&VP

携带者多数无症状#其中
#

"

!

出现

肝损害临床表现*最终导致肝硬化死亡*而出血是死亡的主

要原因*因大出血造成机体衰竭而导致急症死亡比例较高#过

去认为#肝硬化患者脾大可引起血小板分布异常及脾功能亢

进#是血小板破坏增多所致(

*

)

*肝炎病毒是泛嗜性病毒#对骨

髓巨核细胞具有抑制作用#使其成熟不良#造成血小板生成减

少(

"

)

*而
&VP4[Q5

载量与血小板参数的相关性报道不多*

为此#本文对不同
&VP4[Q5

载量患者血小板计数$

NL6

%'大

血小板比率$

N4L(W

%'血小板比容$

N(6

%'平均血小板体积

$

KNP

%'血小板分布宽度$

N[d

%

"

项参数变化进行了研究#以

讨论血小板参数变化在乙肝抗病毒治疗中的临床意义#以辅助

临床达到理想的治疗状态#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及

住院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排除

血液病患者*按
&VP4[Q5

载量不同分为
!

组!

&

#$

"

'

#$

"

!

#$

.

'

(

#$

.

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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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择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

?,@

!

仪器与试剂
!

&VP4[Q5

检测试剂盒购自中山大学达安

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仪器为美国
5VM."$$

荧光定量
N(W

仪和

\

?

29<4aR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

?,A

!

方法
!

采集入选患者空腹静脉血#

!$$$;

"

913

离心
#$

913

#检测血清
&V25

B

'血小板参数和
&VP4[Q5

*采用荧光

定量
N(W

检测
&VP4[Q5

#检测下限为
#$`#$

!

87

'?

"

9L

&采

用
\

?

29<4aR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血

小板参数*严格按仪器和试剂说明书操作并进行质控对照*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O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检验#检验水准!

$

_

$,$"

#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研究对象血小板参数测定结果比较
!

!

组$下转插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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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7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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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小板参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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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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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

"

;

组患者血小板参数测定结果比较
"

;

组患者血小板参

数测定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血小板参数测定结果比较

血小板参数
% !

-./ 4!$==; #$##

-*3 44$#"> #$##

-0/ 44$>;; #$##

2-( 4>$;<" #$##

-).01 "$=7! #$##

"

"

讨
""

论

""

我国属
&'(

感染高发国家#且
&'(

感染已成为世界公

共卫生问题%血小板生成过程是健康者骨髓中造血干细胞首

先发育为巨核细胞#巨核细胞系统祖细胞进一步分化成巨核细

胞#巨核细胞表面相邻凹陷融合#使部分胞质与巨核细胞母体

脱离#脱离的胞质部分经由血窦进入血液循环#成为血小

板(

<)=

)

%

&'(

感染者体内巨核细胞系统造血功能受抑制#一系

列造血生成调节因子也会不同程度影响巨核细胞系统造血功

能#导致血小板生成障碍#从而表现为血小板降低(

"

)

%

&'()*+,

载量高的患者血小板参数异常原因可能有以

下几点'!

4

"肝炎病毒对骨髓巨核细胞系统具有明显抑制作

用(

7

)

#骨髓增生不良#使
-./

减少%!

!

"肝病患者血小板减少

与血小板相关抗体'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
D

!

-,E

F

D

"$血小

板相关免疫球蛋白
,

!

-,E

F

,

"介导的免疫损伤有关(

4#

)

%!

;

"

病毒或毒素造成血小板超微结构异常%!

>

"严重病毒感染时血

小板中花生四烯酸减少#血栓素
,!

合成不足(

44

)

%!

%

"病毒感

染早期出现血小板破坏#消耗增加#表现血小板数量减低*晚期

由于代谢紊乱等原因致血小板体内活化$聚集$释放颗粒#引起

血小板空竭$衰退和寿命缩短而出现血小板参数变化(

4!

)

%!

<

"

晚期肝硬化患者纤溶亢进#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对血小板功能有

抑制作用(

%

)

%

据有关文献报道#

&'()*+,

高载量对骨髓抑制确实是存

在的(

4;

)

%

&'()*+,

载量是判断
&'(

复制和传染性的+金标

准,#是
&'(

感染最直接$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指标#

&'()

*+,

阳性提示
&'(

复制和具有传染性#

&'()*+,

载量越

高#表示病毒复制越严重#传染性越强(

4>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载量与血小板参数确实具有一定关系#

;

组患者血

小板参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随

&'()*+,

载量增高#与
GHI

A

JIKL@K

(

4%

)研究结果相符#

-./

$

-0/

降低#

-).01

$

2-(

$

-*3

增高%在血小板破坏或消耗增

加时
-./

降低#

2-(

$

-*3

增大*在血小板生成低下时
-./

降低#

2-(

$

-*3

则变小%因此#反复检测
&'(

感染患者

-./

及血小板参数可动态观察巨核细胞增生和血小板生成情

况%临床医生抗病毒治疗同时监测血小板变化能更有效地观

测病毒复制严重程度#为患者制定最佳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

4

) 王彦#王笑蕾
$

病毒感染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M

)

$

医学综

述#

!##"

#

4>

!

;

"'

>>%)>>=$

(

!

)

G?JN99LOP-

#

/Q?OIR

#

/SQTHUIPK0

#

IHQV$/JS@CW@

A

@PIHPKLISTC

VIXIVLQSIIVIXQHIYPK

A

QHPIKHLUPHJJI

A

QHPHPL'

&

0PK9I?HP@K?@C)

A

QSIYH@@HJIS?QTLIL@9?JS@KP?VPXISYPLIQLI

(

M

)

$.PXIS

#

!##!

#

!!

!

!

"'

44>)4!#$

(

;

) 韦炜
$

楼正团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小板参数变化的临床观察

(

M

)

$

临床荟萃
$!##%

#

!#

!

>

"'

!!#)!!4$

(

>

) 冯清洲#何清
$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例

临床分析(

M

)

$

中国基层医药#

!##=

#

4>

!

"

"'

4;;7)4;>#$

(

%

) 顾长海
$

王宇明
$

肝功能衰竭(

2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

) 宋丽洁#马雪平#姚桂玲#等
$

血小板计数临床应用研究现状(

M

)

$

临床检验杂志#

4777

#

4=

!

>

"'

!%!)!%;$

(

=

) 石雁梅#兰英华#单蕾#等
$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对造血干细胞活性

的影响(

M

)

$

中华传染病杂志#

!##"

#

!<

!

>

"'

47=)!#4$

(

"

) 刘斌#刘文君#郭渠莲#等
$

人巨细胞病毒感染对脐血巨核系祖细

胞体外增殖的影响(

M

)

$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

#

47

!

4

"'

;7)>4$

(

7

) 施士宇
$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合并骨髓抑制
;

例(

M

)

$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

#

4<

!

7

"*

4#!>)4#!%$

(

4#

)王鸿利
$

广泛开展血小板检测及其临床应用(

M

)

$

中华医学检验杂

志#

477<

#

47

!

;

"'

4;=)4;"$

(

44

)朱莉#王海英
$&'L,

F

阳性患者血小板参数测定的意义(

M

)

$

青海

医药杂志#

!##7

#

;7

!

4#

"'

%>)%%$

(

4!

)张欣#闫惠平
$

病毒性肝炎患者
!%#

例血小板
>

项参数临床分析

(

M

)

$

中华医学实践杂志#

!##%

#

>

!

>

"'

;%4);%!$

(

4;

)韦炜#楼正团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小板参数变化的临床观察

(

M

)

$

临床荟萃#

!##%

#

!#

!

>

"'

!!#)!!4$

(

4>

)周雪宁#权志博
$&'(*+,

不同载量人群血小板参数及其相关性

分析(

M

)

$

当代医学#

!##7

#

4%

!

;#

"'

"!)";$

(

4%

)

GHI

A

JIKL@K2*$RSI

Z

TIK?

B

@99Q?H@SLQLL@?PQHIYUPHJJQWPHTQVQ)

W@SHP@KPK47=?@T

A

VIL

(

M

)

$RIQPVGHISPV

#

477<

#

<<

!

4

"'

!>)!7$

!收稿日期'

!#4%)#=)#;

"

"


	066-1.pdf
	066-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