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J8GG-/H-HJL87I5K/-N5JKLJ-K-G

!

5GG/.-5K-/HP-KLK7I/J

H8.J/G-GM5.K/J150

4

L55HNN-G85G85.K-e-K

3

'

_

(

$)8H8K!8GK

+/0:-/I5Jf8JG

#

#&""

#

"%

$

""

%!

?&D1?"#$

'

"#

(

Y7b*

#

X7++

#

95H2,

#

8K50$=GG/.-5K-/H/M+-.J/<1

]=1"E'5P-KL57K/-II7H8N-G85G8G

'

_

(

$RHM05II5K-/H

#

#&"#

#

(%

$

E

%!

"%#%1"%#@$

'

"(

(

]--I/K/!

#

]5f5G5!

#

RGL-f5P5+

#

8K50$+-.J/<]=1"E'5

8Q

4

J8GG8G-H-HK8J087f-H1"D

4

J/N7.-H

O

!.800G-HJL87I51

K/-N5JKLJ-K-G

4

5K-8HKG

'

_

(

$:+; +7G.70/Gf808K*-G/JN

#

#&"&

#

""

$

"

%!

#&@1#"@$

'

"E

(

ZK5H.T

3

f_

#

98NJ-/0-*+

#

:J8HK5H/,

#

8K50$=0K8J8N8Q1

4

J8GG-/H/M+-.J/<]=-HG

3

H/e-50M->J/>05GKG5HNG

3

H/e-1

50K-GG78-HJL87I5K/-N5JKLJ-K-G

'

_

(

$=JKLJ-K-G<L87I

#

#&&?

#

%?

$

E

%!

"&&"1"&&@$

'

"%

(

:07I0Z

#

:/H800-+

#

]-8N8JJ8-K8J:

#

8K50$SGG8HK-50J/08/M

I-.J/<]=1"%%-HKL8

4

5KL/

O

8H8G-G/M57K/-II7H85JKLJ-1

K-G-HI-.8

'

_

(

$=JKLJ-K-G<L87I

#

#&""

#

'(

$

%

%!

"#?"1"#??$

'

"'

(尹志华#叶志中#孙华麟#等
$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和血浆中
I-<1"%%

和
I-<1"E'5

的表达'

_

(

$

中

华风湿病学杂志#

#&"#

#

"'

$

@

%!

'#&1'#E$

'

"D

(

]5f5G5!

#

+-

3

5f-Z

#

Wf7>/=

#

8K50$SQ

4

J8GG-/H/MI-1

.J/<]=1"E'-HJL87I5K/-N5JKLJ-K-GG

3

H/e-50K-GG78

'

_

(

$

=JKLJ-K-G<L87I

#

#&&?

#

%?

$

%

%!

"#?E1"#@#$

'

"?

(

95708

3

a+

#

Z5K/L+

#

;L5H=X

#

8K50$\

4

J8

O

705K8NI-<1

"E'58Q

4

J8GG-/H-H

4

8J-

4

L8J50>0//N I/H/H7.085J.800G

MJ/IJL87I5K/-N5JKLJ-K-G

4

5K-8HKG

'

_

(

$=JKLJ-K-G<8G!1

L8J

#

#&&?

#

"&

$

E

%!

<"&"$

'

"@

(

+//fL8J

F

88]

#

S01)5>505P

3

2Z$2-

O

LN8

O

J88/M./JJ8051

K-/H>8KP88HPL/08>0//N5HN9:+;8Q

4

J8GG-/H08e80G/M

I-<1"%%5HNI-<1"E'5-HL850KL

3

./HKJ/0G5HNJL87I51

K/-N5JKLJ-K-G

4

5K-8HKG

'

_

(

$_RII7H/0+8KL/NG

#

#&"(

#

E&&

"

E&"

$

"

%!

"&'1""&$

'

#&

(冯知涛#李娟#任洁#等
$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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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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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及与病情活动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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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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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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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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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稿日期!

#&"D1&(1#'

!

修回日期!

#&"D1&'1"%

%

!临床研究!

血清
))!

&

!:-0

与急性脑梗死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潘在兴!叶芳丽!麦世妹

"海口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海口
%D&#&?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清
!

1

谷氨酰转移酶"

))!

%(胆红素"

!:-0

%与急性脑梗死病变程度相关性&方法
!

选取该院收治急性脑

梗死患者
"#'

例为观察组!分为初发组"

''

%和复发组"

'&

例%!根据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分为轻度组"

E'

例%(中度组"

E#

例%和重度

组"

(?

例%!另外选取同期来该院健康体检人员
?&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患者血清
))!

(

!:-0

水平&结果
!

观察组
))!

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

!:-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初发组患者
))!

水平显著低于复发组!初发组
!:-0

水平显著高于复发组!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病情越严重!

))!

水平越高!观察组

!:-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病情越严重!

!:-0

水平越低$脑梗死患者
))!

水平与
!:-0

水平呈

负相关"

7̂ V&$'@E

!

!

#

&$&%

%&结论
!

急性脑梗死病变程度与
))!

(

!:-0

水平密切相关&

关键词"

!

1

谷氨酰转移酶$

!

胆红素$

!

急性脑梗死$

!

相关性

!"#

!

"&$(@'@

"

F

$-GGH$"'D(1E"(&$#&"D$"?$&E&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1E"(&

"

#&"D

%

"?1#'&@1&(

!!

急性脑梗死是老年人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发病机制与多

种因素有关'

"

(

)目前研究已经证实炎症*氧化应激在脑梗死发

病中起到重要作用'

#

(

#胆红素$

!:-0

%是体内产生的天然抗氧化

剂#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脑梗死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

(

#

!

1

谷氨

酰转移酶$

))!

%是肝胆疾病重要监测指标#既往研究发现在

冠状动脉中有重要作用'

E

(

)因此#推测
))!

*

!:-0

与急性脑梗

死病变程度相关#为分析血清
))!

*

!:-0

与急性脑梗死病变程

度相关性#以本院收治急性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现报道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急性脑梗死患者
"#'

例为观察组#患者发病时间均在
#EL

内#

符合
"@@%

年脑血管学会会议制定诊断标准#经
;!

或头磁共

振确诊为急性脑梗死#其中
''

例纳入初发组#

'&

例纳入复发

组)初发患者首次出现神经系统缺损体征#复发患者脑梗死再

次出现新的神经功能缺损#距离上次时间超过
"

个月#排除肝

胆系统疾病*心力衰竭*心肌病*严重肾脏疾病*风湿性疾病*自

身免疫系统疾病等患者)根据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分为轻度组

$

E'

例%*中度组$

E#

例%和重度组$

(?

例%)其中男
D#

例#女
%E

例#年龄在
E?

#

?%

岁#平均$

'%$&A%$(

%岁#另选取同期来本院

健康体检人员
?&

例作为对照组#各组间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A$B

!

判定标准
!

追溯患者的病史并咨询是否有吸烟史及饮酒

史&以收缩压
'

"E&II2

O

#舒张压
'

@&II 2

O

#并结合患者

病史及其他的实验室检查确诊为高血压&根据空腹血糖正常值

在
'$"II/0

"

X

以下#餐后
#L

血糖的正常值在
D$?II/0

"

X

以下#如果高于这一范围#则为高血糖&参考/实用内科学0关于

高脂血症的判定标准诊断高血脂)

A$C

!

方法
!

患者入院后在第
#

天抽取
(IX

空腹静脉血#检

测血清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X*X1;

%*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2*X1;

%*三酰甘油$

!)

%*血清总胆固醇$

!;

%等水平#

))!

&采用酶速率法测定#

!:-0

采用氧化法测定#采用仪器为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L8+W*\X=<*99

%)

A$D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中山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血清

!;

检测试剂盒$氧化酶法%和
))!

检测试剂盒$速率法%分别

检测血清
!;

*

))!

&采用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HK_X5>+8N

!

Z8

4

K8I>8J#&"D

!

/̀0$(?

!

]/$"?



检测试剂盒$酶法%检测
!)

&采用北京北检新创源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的
X*X1;

测定试剂盒和
2*X1;

测定试剂盒$直接法
1

保护性试剂法%分别检测
X*X1;

*

2*X1;

&以上均经日立
D'&&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A$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9ZZ"@$&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服从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的多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组间进一步比较采用
Z]a1

P

检验#脑梗死患者
))!

与
!:-0

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985JG/H

相关分析#以
!

#

&$&%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不同组间血清
))!

*

!:-0

水平比较
!

复发组与初发组患

者
))!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初发组患者
))!

水平显著低于复发组#初发组
!:-0

水

平显著高于复发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组间血清
))!

&胆红素水平比较#

FAE

$

组别
/ ))!

$

\

"

X

%

!:-0

$

%

I/0

"

X

%

复发组
'' %"$#A?$'

"*

?$'A&$?

"*

初发组
'& (@$DA%$E

"

""$@A"$#

"

对照组
?& #($"A($? "($'A"$E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与初发组比较#

*

!

#

&$&%

)

B$B

!

不同病变程度患者血清
))!

*

!:-0

水平比较
!

不同病变

程度观察组患者
))!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

&$&%

%#病情越严重#

))!

水平越高&不同病变程度

观察组患者
!:-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

%#病情越严重#

!:-0

水平越低)见表
#

)

表
#

!!

不同病变程度患者血清
))!

&胆红素

!!!

水平比较#

FAE

$

组别
/ ))!

$

\

"

X

%

!:-0

$

%

I/0

"

X

%

重度组
E' %#$"A""$'

"*%

D$#A&$'

"*%

中度组
E# E%$#A%$(

"*

@$"A&$D

"*

轻度组
(? (?$DA%$E

"

""$%A&$E

"

对照组
?& #($"A($? "($'A"$E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与轻度组比较#

*

!

#

&$&%

&与中度

组比较#

%

!

#

&$&%

)

B$C

!

脑梗死患者
))!

与
!:-0

相关性
!

脑梗死患者
))!

水

平与
!:-0

水平呈负相关$

7̂ V&$'@E

#

!

#

&$&%

%)

C

!

讨
!!

论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急性脑梗死发病率逐渐提高#

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了解脑梗死危险因素对患者治疗和防

治至关重要)近几年研究发现#炎症因子及氧化应激反应参与

病理过程#加重脑组织损伤#多种血清标记物作为独立危险因

素)有研究发现
))!

的升高#与机体细胞内的抗氧化剂谷胱

甘肽$

)Z2

%的代谢作用密切相关#还提示了机体代谢产生的

氧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机制#预

示了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可能'

%

(

)

))!

存在于肾*胰*肝*脾*

肠*脑*肺*骨骼肌和心肌等组织中#在肝内主要存在于肝细胞

浆和肝内胆管上皮中#可作为肝胆疾病以及严重酗酒所引起的

酒精性肝硬化的主要检测指标)健康人血清中
))!

主要来

自肝脏)血清
))!

存在于肝胆肾等细胞内#与冠心病*代谢

综合征密切相关'

'

(

#不少学者发现
))!

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独

立危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复发组和初发组患者
))!

水平显

著高于对照组#复发组和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初发组和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初

发组患者
))!

水平显著低于复发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提示病情越严重
))!

水平越高#表明
))!

与

脑梗死发病密切相关)

氧化应激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机制'

D

(

#

!:-0

是抗氧化物

质#可平衡心脑血管疾病的过度氧化机制#能够促进胆固醇的

代谢#抑制脂蛋白血管沉积'

?

(

)

!:-0

具有抗炎特性#参与免疫

调节复合物的作用#

!:-0

可阻止斑块的形成'

@

(

)正因为
!:-0

的抗炎抗氧化特性#

!:-0

越来越受关注)脑血管疾病中#

!:-0

水平变化并不一致'

"&

(

#有研究认为脑梗死患者
!:-0

水平较

低#也有研究认为
!:-0

与脑梗死并无关系'

""1"#

(

#在本组研究结

果中#可以看出观察组
!:-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初发组
!:-0

水平显著高于复发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脑梗

死初发组和复发组患者
))!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

%&病情越严重#

))!

水平越高#脑梗死初

发组和复发组
!:-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

%#病情越严重#

!:-0

水平越低#推测急性脑梗死严

重程度与
!:-0

水平呈正相关)分析
))!

水平与
!:-0

水平相

关性#研究结果显示#脑梗死患者
))!

水平与
!:-0

水平呈负

相关$

7̂ V&$'@E

#

!

#

&$&%

%#表明急性脑梗死患者
!:-0

水平

下降提示患者机体抗氧化能力下降#随着病情加重#

!:-0

水平

更低#

))!

上升同时
!:-0

水平下降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诊治有

指导价值)

总之#急性脑梗死病变程度与
))!

*

!:-0

水平密切相关#

))!

*

!:-0

检测简单#适合临床推广使用#急性脑梗死患者检

测
))!

*

!:-0

变化#对临床采取有效治疗措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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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网织血小板检测在免疫因素相关的血小板减少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王丹微!杨
!

平!沈
!

瀚%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检验科!南京
#"&&&?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网织血小板"

<9

%在几种免疫因素相关的血小板减少性疾病中的水平!探讨网织血小板百分率"

<9B

%在

免疫因素相关的血小板减少疾病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
%&

例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R!9

%患者!

E&

例系统

性红斑狼疮"

ZXS

%患者!

"%

例干燥综合征"

ZZ

%患者!

"&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

==

%患者!

"&

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Z

%患者以及

(&

例健康志愿者外周血
<9B

&将检测结果分为
(

组#免疫因素组"含
R!9

(

ZXS

(

ZZ

患者%!非免疫因素组"包括
==

!

+*Z

患者%

及健康对照组&结果
!

免疫因素组
<9B

明显高于非免疫因素组及健康对照组"

!

#

&$&%

%$非免疫因素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9B

可反映骨髓产生血小板的状况!对鉴别血小板减少原因!尤其是免疫因素引起的血小板

减少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网织血小板$

!

血小板减少$

!

流式细胞术

!"#

!

"&$(@'@

"

F

$-GGH$"'D(1E"(&$#&"D$"?$&E"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1E"(&

"

#&"D

%

"?1#'""1&(

!!

血小板减少性疾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疾病#临床表现通常以

出血为主#重度血小板减少可导致内脏和中枢神经出血#危及

患者生命)因此#对血小板减少的早期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

血小板减少的原因很多#主要有血小板生成减少*血小板破坏

或者消耗过多*血小板分布异常等几种)血常规中的血小板计

数是临床最常用的检验项目之一#但它仅能反映血小板的数

量#且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能用来评估骨髓中血小板的生

成情况)网织血小板$

<9

%是从骨髓刚释放到外周循环的介于

成熟巨核细胞和成熟血小板之间的年轻血小板#与红细胞系统

中的网织红细胞有类似的意义)与成熟的血小板相比#

<9

的

胞质颗粒粗糙#含有部分
<]=

和粗面内质网#体积较大#且具

有更强的活性#可以通过流式细胞仪利用核酸荧光染料染色#

比较容易地检测出来)与外周血
9X!

相比#

<9

更能反映人体

骨髓中巨核细胞生成血小板的能力及外周血血小板的更新速

率)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免疫因素相关的血小板减少

性疾病#包括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R!9

%患者和伴有血小

板减少的风湿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

ZXS

%#干燥综合

征$

ZZ

%(患者#其他非免疫因素相关的血小板减少性疾病'再

生障碍性贫血$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Z

%(患者以及

健康人群外周血中网织血小板百分率$

<9B

%#探讨其在免疫

因素相关的血小板减少性疾病诊断中的意义#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就诊于南京

鼓楼医院门诊及住院血小板减少患者
"#%

例)其中
R!9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E$&&A#"$'(

%

岁&

ZXS

患者
E&

例#男
"E

例#女
#'

例#年龄
#E

#

D?

岁#平均

$

E($'%A"D$(@

%岁&

ZZ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E

#

D?

岁#平均$

%D$@#A"($%E

%岁&

==

患者
"&

例#男
E

例#女
'

例#年龄
#&

#

DD

岁#平均$

E?$?(A#($'&

%岁&

+*Z

患者
"&

例#

男
(

例#女
D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E$&&A?$"#

%岁)所有

R!9

*

==

*

+*Z

患者诊断均符合张之南/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

准0

'

"

(

&

ZXS

采用
ZXS

国际临床协作组$

ZXR;;

%于
#&&@

年

=;<

会议新修订的
ZXS

分类诊断标准'

#

(

&

ZZ

采用
#&&#

年
ZZ

国际分类$诊断%标准'

(

(

)另选本院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为健

康对照组#血小板计数$

9X!

%在$

"&&

#

(&&

%

["&

@

"

X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D&

岁#平均$

E&$?%A"#$'"

%岁)

A$B

!

仪器与试剂
!

9X!

采用日本希森美康公司生产的
YS1

%&&&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及其配套的鞘液*溶血剂*稀释液检

测#

<9

检测采用美国
:*

公司生产的流式细胞仪$

,=;Z;50-1

>7J

%以及该公司生产的荧光素藻红蛋白$

9S

%标记的
;*'"

单

抗及鼠抗
R

O

)

*

!W

染料
1

噻唑橙*溶血素等试剂)

A$C

!

方法
!

取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
#IX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

钾$

S*!=1a

#

%抗凝#

"L

内完成检测)抗凝血混匀后以
?&&J

"

I-H

的转数离心
"&I-H

#获得富血小板血浆$

9<9

%)在检测管

中加入荧光素
9S

标记的
;*'"

单抗
%

%

X

用来区分血小板#再

加入
#%

%

X

的
9<9

#接着将
%

%

X

荧光素
9S

标记的鼠抗
R

O

)

与
#%

%

X

的
9<9

加入对照管#混匀后放置在室温条件下避光

孵育
"%I-H

#然后两管分别加入溶血素
"&&

%

X

#避光条件下继

续反应
"&I-H

后#再将
&$%IX<]=

试剂$

!W

染料
1

噻唑橙%

加入检测管#

%IX

磷酸盐缓冲液$

9:Z

%加入对照管#充分混匀

后继续避光孵育染色
"%I-H

#然后用流式细胞仪对研究对象标

本进行检测)本实验室
<9B

的参考区间为$

#$("A&$DE

%

B

)

A$D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Z9ZZ"@$&

软件分析#对
<9B

相

关参数的数据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FAE

表示#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8

检验或独立样本
8

检验#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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