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

列向下拖动#扩展序列)在
7

列和
(

列分别键入待测血

清的序列号和
Y@h

值#即可得到待测血清的浓度#再将
:

列

设置成0数值1+小数点后保留一位#见图
"

)

图
"

!!

待测血清浓度的计算

B

!

讨
!!

论

血清孕酮在先兆流产的诊断+预后预测及治疗效果评定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临床常用指标'

E."

(

)妊娠早期血清孕酮主

要来源于妊娠黄体的分泌#妊娠
<

!

E$

周后胎盘取代卵巢黄体

成为血清孕酮的主要分泌来源#且各孕龄的孕酮水平基本保持

平稳'

;.D

(

)一定水平的孕酮对妊娠的维持有重要作用#孕酮水

平不足是导致先兆流产或难免流产的重要原因)因此#保证孕

酮浓度测定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

意大利
@A7ABHK

化学分析仪采用化学发光方法来测定

孕酮#随化学发光试剂开封后时间的延长及环境变化等因素影

响对测定的结果误差较大)使用本文所述的方法#通过每批次

定标#计算对数回归方程绘制标准曲线#避免了环境因素造成

的仪器检测过程中的误差#与说明书要求的每盒试剂定标一次

相比#提高了孕酮检测的准确性#得到临床科室的认可)该方

法简便+快速+可靠#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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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地区
E#";<

例门诊及住院患者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严
!

柳

"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

DEEE$E

#

!!

摘
!

要"目的
!

为掌握湘潭地区门诊和住院患者丙型肝炎病毒"

/(X

#感染情况$方法
!

对
"$E!

年
E

!

EE

月湘潭市第一人

民医院所有门诊及住院患者血液标本进行抗
./(X?@BA7

检测!检测阳性者再同时进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N7

L

#和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

7@6

#检测!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采集血清标本
E#";<

例!总的抗
./(X

阳性
"!E

例!总感染率为

EF!!]

$其中男
<!I=

例!感染率为
EF#E]

&女
=#DE

例!感染率为
EFD<]

$女性各年龄组的
/(X

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F$!

#!而男性
!E

!

#$

岁这个年龄组中感染率为
"FD!]

!在各年龄组中感染率最高$在
/(X

感染者中重叠感染乙肝的比例

是男性
";FEI]

!女性
"EF"D]

&同时
7@6

不合格比例分别是男性
;#FI#]

!女性
;"F=D]

$结论
!

该院所有门诊及住院患者

/(X

感染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详细情况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关键词"丙型肝炎&

!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乙型肝炎

!"#

!

E$F;I#I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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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DE;$

"

"$E#

#

E#.";D!.$;

!!

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丙型肝炎#是一种由丙型肝炎病毒

$

/(X

%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经血液+母婴和性接触等

途径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X

的感染率约为

;]

#估计约
EF<

亿人感染了
/(X

#每年新发丙型肝炎病例约

;F!

万例)丙型肝炎呈全球性流行#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

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

/((

%#

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笔者对本院
"$E!

年
E

!

EE

月门诊和住院患者的
/(X

感染情况进行了分析#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F@

!

一般资料
!

取本院
"$E!

年
E

!

EE

月门诊和住院患者血

清标本
E#";<

例)其中男
<!I=

例+女
=#DE

例#同时根据年

龄+学历+乙肝重复感染率以及职业分布等进行比较分析)

@FA

!

仪器与试剂
!

%c.I#$

型全自动酶标洗板机&

6:7.<$$"

型水浴箱&平凡台式低速离心机&

P*88

1

*

1

5995

移液器&奥林巴斯

7hD$$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抗
./(X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AB7

%试剂购自北京万泰生物&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N7

L

%

?@AB7

试剂购自上海科华生物&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7@6

%检测试剂购自英国朗道实验诊断有限公司)

@FB

!

方法
!

?@AB7

检测抗
./(X

#阳性者再进行
7@6

检测#

同时为了解丙肝阳性患者乙肝的重复感染率#也再进行
/&.

N7

L

的检测)操作和结果判读均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F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BBE=F$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F$!

为差异有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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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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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采集血清标本
E#";<

例#总的抗
./(X

阳性
"!E

例#总感

染率为
EF!!]

#其中男性感染率为
EF#E]

#女性感染率为

EFD<]

)女性各年龄组的
/(X

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F$!

%#而男性
!E

!

#$

岁这个年龄组中感染率为
"FD!]

#

在各年龄组中感染率最高)在
/(X

感染者中重叠感染乙肝

的比例是男性
";FEI]

#女性
"EF"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F$!

%&同时
7@6

不合格比例分别是男性
;#FI#]

#女性

;"F=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

%)将
"!E

例抗
./(X

阳

性患者再进行文化程度和职业比较分析#虽然各文化程度和各

职业之间暂没有明显差异#但各职业及各文化程度均有分布)

见表
E

!

;

)

表
E

!!

抗
./(X

阳性者的
/&N7

L

和
7@6

检测结果比较

性别
+

/&N7

L

阳性数 阳性率$

]

%

7@6

不合格数 不合格率$

]

%

男
E;< ;" ";FEI !E ;#FI#

女
EE; "D "EF"D

"

;= ;"F=D

"

!!

注!与男性相比#

"

!

'

$F$!

)

表
"

!!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献血者的抗
./(X

阳性率比较

年龄$岁%

男

总人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

女

总人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

!

"

!

$

E< !!= ! $FI$ DI! ; $F#E $F$;!

'

$F$!

E<

!

;$ E"I# "# "F$E EE#; E= EFD# EF$!=

'

$F$!

;E

!

D$ ";E$ D$ EF=; E#$! "! EF!# $FE=#

'

$F$!

DE

!

!$ ""$D "E $FI! ";E# ;D EFD= "FDID

'

$F$!

!E

!

#$ E$#E "# "FD! EEE! "$ EF=I EFE;;

'

$F$!

%

#E EE#I "$ EF=E ID= ED EFD< $FE=I

'

$F$!

合计
<!I= E;< EF#E =#DE EE; EFD< $FD"D

'

$F$!

!!

注!男性各年龄组比较#

!

"

iEDFED

#

!

$

$F$!

&女性各年龄组比较#

!

"

i;FD"

#

!

'

$F$!

)

表
;

!!

"!E

例抗
./(X

阳性者年龄与学历$职业分布%

+

'

年龄$岁% 阳性人数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中专 大学及以上

职业

公职人员 农民 学生 企业 自由职业

$

E< < ; ! $ $ $ < $ $

E<

!

;$ D; ; E; "= = " I E! E$

;E

!

D$ #! = "! ;; EI I $ "# EE

DE

!

!$ !! "$ "< = E= E" $ EE E!

!E

!

#$ D# "# E! ! E" EE $ ED I

%

#E ;D "! I $ E$ E; $ < ;

合计
"!E <D I! =" #! D= E= =D D<

!!

注!各文化程度比较#

!i$F<!D

&各职业比较#

!i$F;<I

)

B

!

讨
!!

论

丙型肝炎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之一#一旦感

染其慢性化比例比较高#大约
!$]

!

<!]

的急性丙型肝炎患

者会转为慢性丙型肝炎甚至为肝硬化#一旦发生肝硬化#最终

演变成肝癌的发生率为
!]

左右)

/(X

有高度的变异性#疫

苗在短期内难以研制成功'

E."

(

)有文献指出#我国的丙型肝炎

感染率约为
;F"]

'

;

(

#本院
"$E!

年
E

!

EE

月门诊和住院患者

总的阳性率为
EF!!]

#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从表
E

可以看出#

在
E<

!

;$

岁+

;E

!

D$

岁+

DE

!

!$

岁+

!E

!

#$

岁和
%

#E

岁这
!

个年龄组中#女性
/(X

感染率没有明显差别&而男性各年龄

组的
/(X

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
!E

!

#$

岁这个年龄

组中感染率为
"FD!]

#是各年龄组中感染率最高的#其次为

E<

!

;$

岁感染率#为
"F$E]

)

有文献报道#丙型肝炎患者的
/&X

重叠感染率 为

=<FE<]

'

D

(

#从表
"

可以看出#本院男女感染者中
/&X

重叠感

染率分别为
";FEI]

和
"EF"D]

)相比而言重叠感染率较低#

肝炎的重叠感染可能与地域分布+病毒基团型及检测所用的试

剂品种和方法也有关系)一般来说#

7@6

是肝脏功能重要的

指标之一#但是它却不具有器官专一性#多种疾病及各种非病

理因素都可以引起它的增高#如急性肝炎+某些胆道疾病+心肌

炎+心力衰竭以及药物+长期饮酒+运动+疲劳等)从表
"

可以

看出#男性感染者中有
;#FI#]

患者
7@6

不合格#而女性感染

者中只有
;"F=D]

患者
7@6

不合格#可认为男性感染者
7@6

不合格率比女性感染者高)这个可能与男女的激素水平+新陈

代谢水平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有关'

!

(

)

从表
;

可以看出#抗
./(X

阳性在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职

业都有分布)与
/&X

相比#

/(X

是一种0历史1很短+相对较

新的病毒#大众缺乏对它的认识和必要的警惕)全社会应该加

强宣传教育#认识
/(X

的危害#督促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加强运动+合理膳食#增强免疫力#注意一次性器具的使用#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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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餐具+洁具+注射器材的使用#美容+修牙+修脚等#尽量选

择在正规机构进行#减少
/(X

的感染率及传播率#政府部门

也可考虑将
/(X

的检测纳入常规体检项目)

本次感染状况的分析#只对本院
"$E!

年
E

!

EE

月门诊和

住院患者
E#";<

例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分析#标本收集时间较

短#下一步可以考虑收集更多的数据进一步了解本地区的

/(X

感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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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尿蛋白与尿微量清蛋白测定结果相关性分析

王虹娟!刘
!

鑫!孔
!

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D$$$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尿蛋白与尿微量清蛋白测定结果相关性分析$方法
!

对
D$<

例
"

型糖尿病患者新鲜尿

标本分别采用尿液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蛋白和免疫比浊法检测尿微量清蛋白$结果
!

在
D$<

例尿液标本中!干化学分析仪检测

出尿蛋白阳性率为
"$FE$]

"

<"

%

D$<

#!免疫比浊法尿微量清蛋白检测阳性率为
D"FE#]

"

E="

%

D$<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iD#F;

!

!

$

$F$!

#$在尿蛋白
__

'

___

的标本干化学分析仪检测结果与尿微量清蛋白测定完全符合$结论
!

尿液干化学

检测尿蛋白快速!且操作简单!但灵敏度不高!可作为
"

型糖尿病肾病的过筛检测$免疫比浊法测定尿微量清蛋白水平具有灵敏

度高'准确性强等优点!可为糖尿病肾病早期监测和诊断以及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

"

型糖尿病&

!

糖尿病肾病&

!

尿液干化学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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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比浊法&

!

尿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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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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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糖尿病的重要慢性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肾病#也是糖

尿病患者临床死亡的常见原因)肾损伤的确诊要靠肾脏组织

的病理学检查#但肾活检对患者有侵害性)通过检测
"

型糖尿

病患者尿蛋白可以获得肾组织早期损伤的诊断)随着尿液分

析仪在各家医院的普及#尿液干化学法检测尿蛋白操作十分简

便+快捷#已成为常规法)免疫比浊法检测尿微量清蛋白灵敏

度高#准确性强)尿蛋白与尿微量清蛋白有很高相关性)笔者

对
D$<

例
"

型糖尿病患者尿液标本同时检测尿蛋白和尿微量

清蛋白#探讨其检测结果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F@

!

一般资料
!

选取
"$E!

年
E

!

E"

月在本院糖尿病代谢科

和糖尿病肾病科住院的
D$<

例
"

型糖尿病患者新鲜尿液标本)

其中男
EI"

例+女
"E#

例#年龄
D$

!

<<

岁+平均
#D

岁#病程持

续时间
EF!

!

"$

年)

"

型糖尿病诊断符合
"$E;

年版-中国
"

型

糖尿病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

E

%典型糖尿病症状$多饮+多

尿+多食+体质量下降%加上随机静脉血浆葡萄糖水平
%

EEFE

GG,-

"

@

&$

"

%空腹血糖水平
%

=F$GG,-

"

@

&$

;

%葡萄糖负荷后
"

>

血糖水平
%

EEFEGG,-

"

@

&无糖尿病症状者#需改日重复检

查'

E

(

)

@FA

!

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标准
!(

期!肾小球高滤过#肾体积增

大)

&

期!间断微量清蛋白尿)患者休息时晨尿或随机尿清蛋

白与肌酐比值正常)病理检查可发现肾小球基底膜轻度增厚

及系膜基质轻度增宽)

*

期!早期糖尿病肾病期#以持续性微

量清蛋白尿为标志#病理检查肾小球基底膜增厚及系膜基质增

宽明显#小动脉壁出现玻璃样变)

0

期!临床糖尿病肾病期#显

性清蛋白尿#部分可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病理检查肾小球病变

更重#部分肾小球硬化#灶状肾小球萎缩及间质纤维化)

1

期!

肾衰竭期)

@FB

!

仪器和试剂
!

国产
7X?.=!"

型尿液化学分析仪及配套

EE

项试纸条&尿微量清蛋白检测用德国罗氏公司
(,R2N<$$$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并做好试剂校准及室间和

室内质量控制)

@FC

!

方法
!

用一次性尿管随机收集患者中段晨尿
E$G@

#并

分为
"

份#一份用尿液干化学仪检测尿蛋白水平#对超出检测

范围$即
__

!

___

%患者进行重新复核#需要用生理盐水

E$

!

D$

倍稀释后进行检测&另一份用离心机
E!$$Q

"

G*8

离心

!G*8

#取上清液#用免疫比浊法进行尿微量清蛋白水平测定)

@FD

!

判断标准
!

尿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尿蛋白检测结果分为阴

性$

V

%+可疑$

J

%+阳性$

_

%+

__

+

___!

类)尿微量清蛋

白检测以
$

!

;$G

L

"

@

为正常参考范围#

'

;$ G

L

"

@

即为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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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B%BBE=F$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F$!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D$<

例
"

型糖尿病患者尿液干化学检测尿蛋白和免疫比

浊法检测尿微量清蛋白结果见表
E

)在
D$<

例尿液标本中#干

化学分析仪检测出尿蛋白阳性率为
"$FE$]

$

<"

"

D$<

%#免疫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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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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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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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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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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