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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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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的红细胞参数变化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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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初筛中的

临床价值$方法
!

惠州市惠阳区中医院与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联合进行基因诊断病例
##$

例!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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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组和正常组!检测所有人群红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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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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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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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初筛的依据!对基层医院

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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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

基因型&

!

红细胞参数

!"#

!

E$F;I#I

"

M

F*NN8FE#=;.DE;$F"$E#FE#F$!$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E#=;.DE;$

"

"$E#

#

E#.";"#.$"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是一种单基因遗传疾病#是由于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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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的基因缺失或者基因点突变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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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合成

减少或缺失#可分轻型+中间型静止型+血红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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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初步筛查可以了解当地患病情况以及

婚前进行筛查#可以做到优生优育)惠州市惠阳区中医院与广

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联合进行基因诊断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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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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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和正常者)本文探讨不同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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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的红细胞参数变化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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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

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初筛中的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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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医院与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联合进行基因诊断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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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保存#在
=O

内完成检测)使

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红细胞计数#检测红细胞参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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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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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
B%BBEIF$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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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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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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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AF@

!

男性患者血液检测指标比较
!

与正常组男性相比较#静

止型组+

B?7

缺失型和
/R/

病组男性患者的
/R

+

/(6

+

'(X

+

'(/

细胞参数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见

表
E

)

AFA

!

女性患者血液检测指标比较
!

与正常组女性相比较#除

静止型组
Y:c.(X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

%外#

B?7

缺失型组和
/R/

病组的
/R

+

/(6

+

'(X

+

'(/

+

Y:c.

(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见表
"

)

表
E

!

各组男性患者血液检测指标比较%

DJE

'

组别
+

Y&(

$

[E$

E"

"

@

%

/R

$

L

"

@

%

/(6

$

]

%

'(X

$

P@

%

'(/

$

1L

%

Y:c.(X

$

]

%

正常组
E;< !F$=J$F!D ED<FEJE!F$# $FD!J$F$D <=F;<J!F!< "IF#=J"FEI E;FD#JEF;!

静止型组
D$ !F$<J$FD! E";F""JE!F!; $F;#J$F$! =!F"IJ!FI" "!F"DJ"FE; E;FIDJEF!

B?7

缺失型组
E"< #FE;J$F< E;EFE!JE!F=< $FFD"J$F$# ##F#IJDF"! "EFDJEF#; E!FD<JEFEI

/R/

病组
"I !F$=J$F<" I<F<=J"EF;" $F;;J$F$< #DF;"J<F#D EIF<;J"FI; ""F$!J#F;#

表
"

!!

各组女性患者血液检测指标比较%

DJE

'

组别
+

Y&(

$

[E$

E"

"

@

%

/R

$

L

"

@

%

/(6

$

]

%

'(X

$

P@

%

'(/

$

1L

%

Y:c.(X

$

]

%

正常组
E$" DF"=J$F!D E"=FE$JE<F"# $F;IJ$F$D <=FD<J!FD< "IF#=J"F#I E;F<#JEFI=

静止型组
!E DF;<J$FD! EE;F<"JE"F!; $F;!J$F$! =!F$IJ=F"" "!F$DJ"F<" EDF#DJEF=I

B?7

缺失型组
ED" !F$;J$F!< E$EF;!JE!F=# $F;!J$F$; #=F;"J!F"E "EF=DJEF#E EDFI<J$FI;

/R/

病组
;$ DF<=J$F=" IDF<!JE!F#" $F;EJ$F$# #DF;"J<F#D EIF<;J;F<; ""F$!J#F;#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

年
<

月第
;=

卷第
E#

期
!

A89W@2R'5O

!

74

L

4N9"$E#

!

X,-F;=

!

K,FE#



B

!

讨
!!

论

根据-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是一

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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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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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的贫血#最常见的

是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和缺铁性贫血)珠蛋白生成障碍性

贫血和缺铁性贫血临床特征相似#但干预措施和临床结局不

同)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是一种致死+致残的遗传病#以地

中海沿岸国家和东南亚各国多见#目前尚没有理想的治疗方

法)我市地处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高发区#探讨简单+可

行的方法对贫血患者进行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筛查#有利于

早期诊断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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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实验室诊

断依赖血红蛋白电泳结合
%(Y

技术#技术条件要求较高+操作

费时#不利于基层医院普及使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男性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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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不同基因型红细胞参

数不同#在医疗条件落后+不能进行基因诊断的基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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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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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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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参数可作为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初筛依据)尤其适用于基层医院用于
)

.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

血筛查#对于早期诊断和预防具有实际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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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分布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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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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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分布特点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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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该院
"$E!

年
E

!

E"

月临床科室送检的标本!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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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和药敏分析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

试验!回顾性分析其临床分布特点'耐药性$结果
!

从临床标本中共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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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铜绿假单胞菌!感染主要以呼吸道为主!大部分

来源于痰液!占
#EF=]

!其次是尿液'分泌物等&主要分布在重症监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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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外科'呼吸内科'老年科等科室!其所占比例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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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环丙沙星等耐药率相对较高!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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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率较高!临床医生在治疗时应加强对其感染的监测!合理使用抗生素!防止及减少多重耐药及医院内感染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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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常见的医院获得性感染的条件病原

菌#主要分布于自然界的水源#人的呼吸道+肠道及皮肤表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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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铜绿假单胞菌对抗

菌药物的耐药率却逐年上升#已成为医院感染最为常见的病原

菌之一#给临床的抗感染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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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分析本院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指导临

床更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笔者对本院微生物室
"$E!

年
E

!

E"

月分离的
#=;

株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及其耐药性进行了

回顾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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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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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从各临床科室送检标

本中共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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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铜绿假单胞菌株#标本来源包括痰液+呼吸

道分泌物+脓液+尿液+脑脊液等#标本转种+分离和分纯均严格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的要求进行#同一患者

多次分离到的重复菌株则不计入#铜绿假单胞菌
76(("=<!;

标准菌株购自原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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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方法
!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76&

微生物鉴定和

药敏分析系统及其配套药敏纸条#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仪器及

试剂操作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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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HK?6!F#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

算其敏感率和耐药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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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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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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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铜绿假单胞菌感染主要以呼吸道为主#有
DE!

株铜

绿假单胞菌来源于痰液#占
#EF=]

&其次是尿液与伤口分泌

物#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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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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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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