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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价值较高#有利于明确和判断疾病类型*严重程度#为疾

病尽早采取有效治疗措施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患者病情缓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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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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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血清肌酐$

%1D

%*尿微量清蛋白

$

a&#0

%*尿
$

'

微球蛋白$

$

'

@Y^

%及
a&#0

"尿肌酐$

a1D

%比值

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对
][

*单纯性
A']Y

患者血清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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