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率$

@#%>̂

&和
g06

阳性率$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由此可见#对于感染性疾病患儿#实施
JC,6U+

检

测#相对于病毒感染相比#在细菌感染中更为适合#究其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在感染性疾病患儿中#其免疫状态)贫

血)所用药物等均会对患儿的
g06

计数产生影响#但细菌感

染患儿的
JC,6U+

水平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讲稳定性

较高*

>

+

%$

"

&对于一部分患儿来讲#其体内的
g06

计数原本就

比较低#发生感染时#即使外周血
g06

计数会有所升高#但上

升幅度比较小#仍处于正常范围内#但患儿的
JC,6U+

水平明

显增高*

@

+

%$

%

&人体
g06

计数的个体差别比较大*

!&

+

(

!!

相对于成人来讲#儿科患儿对疾病的反应能力比较差#当

发生感染后#其外周血
g06

计数增高速度比较慢#但患儿体

内的
JC,6U+

水平显著增高#超出正常范围(因此#在感染性

疾病患儿中联合检测
JC,6U+

水平和
g06

计数#可为临床合

理用药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当患儿的

JC,6U+

水平和
g06

计数均显著增高时#可给予抗菌药物治

疗%$

"

&当患儿的
JC,6U+

水平和
g06

计数均在正常范围内

时#不可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从而降低临床滥用抗菌药物%$

%

&

当患儿的
JC,6U+

水平显著增高#但
g06

计数不高时#为了预

防感染扩散#可给予抗菌药物治疗%$

(

&对患儿进行抗菌药物治

疗时#需定时检测
JC,6U+

水平和
g06

计数#当结果显示二者

均恢复到正常范围时#可停止抗菌药物的使用#从而有效减少

患儿耐药菌株产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超敏全血
6U+

检

测仪的使用中#需加强质量监控#确保其正常使用(

!!

综上所述#在感染性疾病患儿中开展
JC,6U+

水平和

g06

计数联合检测#可有效区分鉴别诊断病毒和细菌感染#为

临床用药提供重要参考依据#降低抗菌药物的临床滥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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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诊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胆碱酯酶测定的临床意义

李丁全

"云南省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9''&&&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首次入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未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情况下!血清胆碱酯酶"

68.

$测定水平及临床应

用价值&方法
!

收集首次入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和排除精神疾病'肝脏疾病'农药中毒的对照组患者
!&&&

例!测定血清

68.

水平!比较两组
68.

水平的差异&结果
!

!&&&

例首次入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68.

水平为"

>>%&b"'%9

$

X

%

2

!其中有
9$

例升高!占
9#$&̂

!有
>9

例降低!占
>#9&̂

&

!&&&

例对照组患者
68.

水平为"

99@@b"%@$

$

X

%

2

!其中有
!9

例升高!占
!#9&̂

!

有
>$

例降低!占
>#$&̂

&两组
68.

水平升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降低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
68.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首次入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68.

升高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关注
68.

水平变

化有助于监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疾病的发展程度和判断其是否合并其他躯体疾病&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

胆碱酯酶#

!

首诊患者

!"#

!

!&#%@9@

"

A

#BCCD#!9$%,(!%&#"&!9#!!#&'$

文献标识码"

0

文章编号"

!9$%,(!%&

"

"&!9

$

!!,!'$(,&"

!!

血清胆碱酯酶$

68.

&作为一项肝功能检测指标#一般关

注其测定值降低的临床意义#测定值升高较少关注(在精神分

裂症患者中
68.

升高较为常见#已引起临床医生关注#但报

道非常少(现仅有的文献报道了精神分裂症患者
68.

测定

水平的高低与健康人群的差异#可能由于样本量有限#并未进

行升高率统计*

!,"

+

(本研究通过对首次入院的
!&&&

例精神分

裂症患者和
!&&&

例对照组患者
68.

进行测定比较#发现精

神分裂症患者
68.

升高率和测定值显著高于对照组#降低率

却保持在同一水平#并对其升高的临床意义进行了分析#现报

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检查

并排除精神疾病)肝脏疾病)农药中毒的患者
!&&&

例作为对

照组#男
'(9

例#女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b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9

月第
%$

卷第
!!

期
!

7DIY2O?;FP

!

YLDF"&!9

!

ZER#%$

!

5E#!!



$#%9

&岁(另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首次

入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作为患者组#男
9&9

例#女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b@#@"

&岁#疾病诊断符合

764,!&

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A#B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
0F3QKOD6<X2/.U1X'>&&

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

68.

试剂)校准品)质控品均由
0F3QKOD

6<X2/.U

公司提供#质控品检测结果均在规定范围内(

A#C

!

方法
!

受试对象于禁食
!"J

后采集静脉血用于
68.

检

测#

68.

参考范围为
(&&&

$

!%&&&X

"

2

(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3FR"&&$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显著性检验水准为
8

_&#&'

%计量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显著性检验水准为
8

_&#&'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两组患者
68.

水平比较
!

对照组患者
68.

水平为

$

99@@b"%@$

&

X

"

2

#精神分裂症患者
68.

水平为$

>>%&b

"'%9

&

X

"

2

#两组患者
68.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_

!@#%!

#

$

$

&#&'

&(

B#B

!

两组患者
68.

水平升高和降低患者结果比较
!

见表
!

(

对照组患者
68.

水平升高
!9

例#降低
>$

例%患者组
68.

水

平升高升高
9$

例#降低
>9

例#两组
68.

水平升高结果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9@

#

$

$

&#&'

&(

表
!

!!

两组患者
68.

水平升高和降低

!!

患者结果比较'

,

$

^

&(

组别
,

升高 降低 正常

患者组
!&&& 9$

$

9#$&

&

>9

$

>#9&

&

>($

$

>(#$&

&

对照组
!&&& !9

$

!#9&

&

>$

$

>#$&

&

>@$

$

>@#$&

&

C

!

讨
!!

论

!!

68.

在人体中主要有两种#即乙酰胆碱酯酶和拟胆碱酯

酶$

+68.

&#通常测定
68.

活性的目的有
%

种!$

!

&最常见的

是以测定血清
68.

活性的降低作为有机磷中毒的指标%$

"

&

鉴定遗传性
68.

异常变种的存在%$

%

&作为一项肝功能指标#

肝实质性损害时
+68.

活性降低*

%

+

(

68.

活性增高主要见

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肾病综合征)脂肪肝和非大面积脑

梗死患者等*

(,9

+

(另外#精神科药物对
68.

的活性影响也有

报道#但众说纷纭#周位强等*

$

+研究表明#在用氯氮平治疗精神

分裂症时治疗前和治疗后
68.

活性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舒德海等*

>

+研究表明#在用氯丙嗪)氯氮平及利培

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时
68.

活性变化不大%于长本等*

@

+的研究

则认为#氯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68.

活力有显著

影响(

68.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活性增高目前只有顾琰颖等*

!

+

探讨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患者血清
68.

水平变化#其选取了

9>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比较#在测

定
68.

水平高低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明显高于健康体检

者#经治疗后有不同程度恢复%另外#

68.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活性增高的临床意义只有罗浩元等*

"

+研究认为精神分裂患

者血清
68.

活性显著高于健康人群#对监测精神分裂患者的

病情可能有重要临床意义(本研究发现#在首诊
68.

水平升

高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部分患者住院治疗
!

个月左右有下降

趋势#部分患者则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经治疗后有下降趋势

的患者合并躯体疾病较少#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的患者合并躯

体疾病特别是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较多(本研究结果显示#精

神分裂症患者
68.

升高率达到
9#$&̂

#而对照组只有

!#9&̂

#且患者组
68.

平均水平达到$

>>%&b"'%9

&

X

"

2

#对

照组为$

99@@b"%@$

&

X

"

2

(由此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疾

病本身的因素会导致
68.

水平升高#其概率远远高于其他人

群#治疗后随着疾病的好转#

68.

水平也逐渐降低(所以#

68.

的活性变化有助于监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疾病的发展

程度和治疗效果(只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是

以精神活动异常为特征的一组异质性疾病#还有许多未知的领

域#病因复杂#尚未完全阐明#其自身疾病能导致许多测定指标

升高#但是升高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

+

(另外#

68.

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合并躯体疾病特

别是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较多#由此说明除去自身疾病可导致

68.

水平升高外#还有并发症的因素$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痛

风)高脂蛋白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等&#临床医生发现#

68.

水

平升高特别是长期保持高水平时应高度重视#从患者疾病方面

综合考虑#找出和发现原因#早干预)早治疗#尽量避免病情加

重和并发症产生(

因此#关注
68.

的活性变化有助于监测精神分裂症患者

自身疾病的发展程度#以及判断其是否合并其他躯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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