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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
_̂(

由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

胞等组成#是机体抵御外界细菌入侵的主要防线)当外界细菌

入侵机体后#外周血
_̂(

计数会随之升高来对抗细菌感染#

因此临床上常把该指标作为初步诊断机体细菌感染的指标'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并细菌感染组和非细菌感染组外周血
_̂(

计数及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外周血

_̂(

不能反映血液病患者细菌感染情况)

(VX

是肝脏细胞合成的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水平

在机体出现细菌感染时会明显升高#因此
(VX

是临床上反映

机体细菌感染的较好检测指标)但有研究发现
(VX

在病毒感

染*组织坏死*外伤或手术后也会升高#这表明该指标诊断敏感

性较高而特异性较低'

$.%

(

)临床
X(;

为降钙素前肽物质#健康

人群血清中
X(;

表达水平极低)当机体发生细菌感染时#机

体的肝脏内单核细胞*肺组织内淋巴细胞及神经内分泌细胞等

会大量分泌
X(;

#从而导致血清中
X(;

水平升高'

5.'

(

)近年来

研究发现
X(;

用于细菌感染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都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并细菌感染组血清
(VX

和
X(;

水平及阳

性率明显高于非细菌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合并细菌感染组中#血清
(VX

与
X(;

阳性率相同%非细菌感

染组中#血清
(VX

阳性率较高#而血清
X(;

阳性率较低)这

表明血清
(VX

和
X(;

可反映血液病患者细菌感染情况#而且

血清
X(;

诊断血液病合并细菌感染的特异性更强'

1.0

(

)

综上所述#血清
(VX

和
X(;

可反映血液病患者细菌感染

情况#在血液病合并细菌感染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而

且血清
X(;

比
(VX

的诊断特异性更强)因此#临床上如怀疑

血液病患者合并有细菌感染时应及时检测血清
X(;

*

(VX

水

平)血清
X(;

*

(VX

检测可提前于细菌培养做出判断#能为血

液病合并细菌感染患者的及时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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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新生儿地中海贫血筛查方案优化研究"

陆兴热"

!高玉红$

!蒋雅先$

!李桂清%

!王晨荣$

!汤一菲$

!宋建新$

!欧阳红梅$

#

"

"&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检验科!云南文山
11%###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

理工大学附属昆华医院#

$&

检验科$

%&

产科!云南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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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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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新生儿地中海贫血筛查优化方法!建立适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筛查方案&方法
!

"&

选取
$#"1

年
5

月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足月顺产出生
"

周的新生儿
$#

例"

-

组%!采集每例新生儿脐带血制备
$

份干血斑标本!按照有'无使用抗凝

剂分为抗凝
-

组和非抗凝
-

组!采用
(E

?

8@@EA

L

9T=<:EBbE9B

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检测$

$&

选取
$#"1

年
""

月至
$#"0

年
$

月文山

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新生儿
%#

例!采集新生儿足跟血制备干血斑标本和抗凝血标本!分为抗凝
_

组和非抗凝
_

组!每组各

%#

例!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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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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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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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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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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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进行检测&结果
!

抗凝
-

组和非抗凝
-

组

均可见
+J-

'

+Jb

两种区带!两组
+J-

'

+Jb

区带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抗凝
_

组和非抗凝
_

组采用不同电泳仪检

出相同电泳区带模式!两组
+J-

'

+Jb

区带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云南省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可采用新生儿

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干血斑标本用于
%

.

地中海贫血筛查!可根据不同类型标本均采用与之匹配的毛细管电泳分析系统筛查地

中海贫血&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

新生儿$

!

毛细管电泳$

!

地中海贫血筛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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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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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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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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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贫血发病遍及全世界#也是我国南方各省影响最

大*发病率最高的遗传病之一#多见于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

省'

".$

(

)早期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云南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率

为全国最高'

%

(

)研究显示#云南省内人口超过百万的傣族*壮

族和苗族是地中海贫血高发的民族'

5.'

(

)云南省现已被列入地

中海贫血防控试点省份#从
$#"$

年起#在西双版纳州*文山州*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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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建立了地中海贫血二级防控#但对地中海贫血的预防干

预工作仍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且新生儿地中海疾病筛查及三

级防控仍未启动)

目前#我国广东*广西已采用高效*简便*快速*准确和价格

低廉的毛细管电泳$

(2

&技术广泛开展新生儿地中海贫血筛

查)因独特的地理地形*民族风俗及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云

南少数民族地区新生儿标本采集*运输和检测受到很多限制)

本文运用
(2

技术对云南高发民族地区新生儿各类型标本进

行血红蛋白$

+J

&电泳区带分析#优化检测方法#拟建立适合于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生儿地中海贫血筛查方案)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

&选取
$#"1

年
5

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足

月顺产出生
"

周的新生儿
$#

例$

-

组&#其中男婴
"#

例#女婴

"#

例)采集每例新生儿脐带血制备
$

份干血斑标本#按照有*

无使用抗凝剂分为抗凝
-

组和非抗凝
-

组#每组各
$#

例)

$

$

&选取
$#"1

年
""

月至
$#"0

年
$

月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

民医院新生儿
%#

例$

_

组&#其中男婴
$#

例#女婴
"#

例#孕周

%'

!

5#

周#年龄
"

!

$UK

#出生
"

周内新生儿
$'

例)采集每例

新生儿足跟血制备
"

份干血斑标本和
"

份抗凝血标本#分别作

为非抗凝
_

组和抗凝
_

组#每组各
%#

例)所有新生儿监护人

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A&B

!

仪器与试剂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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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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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A

L

9$b@=>

X8=AD8:

M

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检测试剂盒及质控品均购自法

国
3=J8E

公司)

_3S1##.SG=B

打孔机购自澳大利亚
_3SV<.

J<B8D9

公司)

A&C

!

方法

A&C&A

!

标本采集
!

-

组新生儿分娩断脐后#从胎盘端脐带抽

吸脐带血
%I,

#其中
$I,

脐带血放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

2S;-.\

$

&抗凝管#然后将抗凝血滴至
OCEBIE:

滤纸卡片上#

另外
"I,

脐带血直接滴在
OCEBIE:

滤纸卡片上)滤纸上的

血斑涂抹均匀#为深红色*环形#能够充满滤纸上印好的圆圈#

在滤纸片前*后两侧且完全一致)血斑制备完成后#置于室温

下至少干燥
5C

)在收集标本后
$

周到
"

个月内对样品进行分

析#期间标本冷藏保存$

$

!

Uq(

&)在
OCEBIE:

卡上干燥好的

血标本在非冷藏条件下最多存放
"'K

)抗凝
-

组*非抗凝
-

组采用
(E

?

8@@EA

L

9T=<:EBbE9B

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检测)

_

组采集新生儿足跟血制备滤纸干血斑和
2S;-.\

$

抗凝血标

本#

$

!

Uq(

下冷藏保存#

"

周内冷藏运输至云南省第一人民医

院完成检测)非抗凝
_

组采用
(E

?

8@@EA

L

9T=<:EBbE9B

全自动

毛细管电泳仪检测#抗凝
_

组采用
(E

?

8@@EA

L

9$b@=>X8=AD8:

M

全

自动毛细管电泳仪进行检测)新生儿血样采集按照临床实验

室测试的既定规程进行)

A&C&B

!

新生儿干血标本检测方法
!

用打孔机截取直径为
%&U

II

的标本#打入白色稀释小杯中)在
U

个杯井中各加入
'#

)

,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放入湿度箱孵育
$

!

0$C

$最好
5C

以

上&#按照仪器的操作规程完成质控标本检测后上机分析)电

泳结果分成
"%

个区#不同
+J

峰出现在特定的区域内#以仪器

自带分析软件进行自动和手工分析#统计每个标本
+J-

*

+Jb

*

+J-$

*

+J_EABo9

等区带水平)电泳显示所有区带水平

总和为
"##g

#各区带水平为所占的百分比)

A&C&C

!

新生儿
2S;-.\

$

抗凝血检测方法
!

按照仪器的操作

规程完成定标质控#吸取
2S;-.\

$

抗凝血
"U

)

,

#采用手工溶

血方法加入
6#

)

,

溶血剂#在
6&UN*

电压*

?

+6&5

的碱性缓冲

液条件下于石英毛细管内进行
+J

电泳#用
5"':I

波长检测

各种
+J

水平#判读异常
+J

区带并统计每个标本
+J-

*

+Jb

*

+J-$

*

+J_EABo9

等区带水平)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X33$5&#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采用
K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抗凝
-

组*非抗凝
-

组
+J

电泳结果比较
!

抗凝
-

组*

非抗凝
-

组均可见
+J-

*

+Jb

两种区带#为正常模式#未见

+J-$

*

+J_EABo9

及其他异常区带)见图
"

*

$

*表
"

)

!!

注!

+J-

*

+Jb

区带)

图
"

!!

非抗凝
-

组电泳图

!!

注!

+J-

*

+Jb

区带)

图
$

!!

抗凝
-

组电泳图

!!

注!

+J-

*

+Jb

*

+J-$

区带)

图
%

!!

非抗凝
_

组电泳图

B&B

!

抗凝
_

组*非抗凝
_

组
+J

电泳结果比较
!

非抗凝
_

组

中!

%

例可见
+J-

*

+Jb

*

+J_EABo9

区带#

"

例可见
+J-

*

+Jb

*

+J_EABo9

*

+J2

区带#

$#

例可见
+J-

*

+Jb

区带#

1

例可见

+J-

*

+Jb

*

+J-$

区带)抗凝
_

组检测结果与非抗凝
_

组检

+

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BP,EJ)=K

!

T<F=AIJ=A$#"0

!

*<@&%U

!

T<&$"



测结果相同)见图
%

!

1

*表
"

)

表
"

!!

不同组
+J

电泳区带模式比较

类型
非抗凝

-

组

*

电泳模式

抗凝
-

组

*

电泳模式

非抗凝
_

组

*

电泳模式

抗凝
_

组

*

电泳模式

正常
$# +J-

*

+Jb $# +J-

*

+Jb $# +J-

*

+Jb $# +J-

*

+Jb

# R # R 1 +J-

*

+Jb

*

+J-$ 1 +J-

*

+Jb

*

+J-$

&

.

地中海贫血
# R # R % +J-

*

+Jb

*

+J_EABo9 " +J-

*

+Jb

*

+J_EABo9

&

.

地中海贫血合并
+J2 # R # R " +J-

*

+Jb

*

+J_EABo9

*

+J2 " +J-

*

+Jb

*

+J_EABo9

*

+J2

!!

注!.

R

/表示无该项)

!!

注!

+J-

*

+Jb

*

+J-$

区带)

图
5

!!

抗凝
_

组电泳图

!!

注!

+J-

*

+Jb

*

+J_EABo9

区带)

图
'

!!

非抗凝
_

组电泳图

!!

注!

+J-

*

+Jb

*

+J_EABo9

区带)

图
1

!!

抗凝
_

组电泳图

表
$

!!

不同组
+J-

%

+Jb

区带水平比较#

KY@

)

g

$

组别
* +J- +Jb

非抗凝
-

组
$# $#&%%'Y0&#11 06&55'Y0&$%$

抗凝
-

组
$# "U&11'Y1&0#5 U"&"%#Y0&#51

非抗凝
_

组
%# "1&#$#Y5&U55 U%&6U#Y5&U55

抗凝
_

组
%# "0&55#Y5&6"% U$&'0#Y5&6"%

B&C

!

不同组
+J-

*

+Jb

区带水平比较
!

抗凝
-

组和非抗凝

-

组
+J-

*

+Jb

区带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抗凝

_

组和非抗凝
_

组
+J-

*

+Jb

区带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C

!

讨
!!

论

!!

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单基因疾病之一#根据编码
&

及

%

肽链的基因缺失或突变情况主要分为
&

.

地中海贫血及
%

.

地

中海贫血)

&

.

地中海贫血的产生机制主要是
&

珠蛋白基因缺

失或点突变造成
&

珠蛋白链合成减少#非
&

链相对过剩而形成

四聚体)在新生儿期#

'

链形成四聚体#

+J

电泳检测结果就会

出现
+J_EABo9

区带)正常胎儿从第
%

个月开始合成
+J-

#到

第
1

个月时增加到
'g

!

"#g

#分娩时可达到
%'g

!

5#g

)

%

.

地中海贫血患儿由于
%

珠蛋白合身障碍#其
+J-

水平低于正

常新生儿#且
+J-

水平越低表示
%

.

地贫越严重)因此#临床常

利用
+J-

水平$又称
+J-

界值法&筛查
%

.

地中海贫血'

1.U

(

)

(2

技术是目前新生儿地中海贫血筛查最常用的方法)

)E:B8N<G

等'

1

(研究表明#运用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对新生儿

进行
+J

病筛查#采用新鲜脐血$无抗凝剂&和干血斑都是同等

有效的)与脐带血相比#滤纸干血斑存在容易长期保存*方便

运输的优点)国内大多采用抗凝脐血*足跟血干血斑用于新生

儿地中海贫血筛查'

6.""

(

)

云南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少数民族地区新生儿标本采集困

难#主要采用血常规检测用的抗凝血为标本)本研究结果显

示#抗凝
-

组和非抗凝
-

组中可见
+J-

*

+Jb

两种区带#未见

+J-$

*

+J_EABo9

及其他异常区带#均为正常模式#且两组

+J-

*

+Jb

区带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这表明

2S;-.\

$

抗凝剂对新生儿干血斑电泳
+J-

*

+Jb

结果无影

响#抗凝干血斑标本可于新生儿
%

.

地中海贫血筛查#适合于云

南省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因本研究中未检出
+J_EABo9

及其

他异常带#该方法是否适合于新生儿
&

.

地中海贫血及其他异常

+J

病的筛查有待下一步研究)

本研究采用不同电泳仪检测抗凝
_

组和非抗凝
_

组#结

果显示两组检出相同
+J

成分模式#异常区带在两台仪器上均

为阳性#异常区带的结果为!

%

例检出
+J_EABo9

带#表现为

+J-

*

+Jb

*

+J_EABo9

区带#疑似
&

.

地中海贫血%

"

例检出
+J

_EABo9

带及
+J2

带#表现为
+J-

*

+Jb

*

+J_EABo9

*

+J2

区带#

疑似
&

.

地中海贫血合并
+J2

病)同时#抗凝
_

组和非抗凝
_

组
+J-

*

+Jb

区带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这表

明采用不同电泳仪检测系统不影响
+J-

*

+Jb

*

+J-$

*

+J_E.

ABo9

*

+J2

区带的检出)

综上所述#抗凝干血斑标本可于新生儿
%

.

地中海贫血筛

查#适合于云南省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云南省边远少数民

族地区新生儿脐带血*足跟血及抗凝血等不同类型标本均可采

+

U"#%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BP,EJ)=K

!

T<F=AIJ=A$#"0

!

*<@&%U

!

T<&$"



用与之匹配的毛细管电泳分析系统筛查
&

*

%

.

地中海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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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多通道荧光
X(V

技术检测
+X*

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价值"

罗文沈!黄
!

华!叶远青!梁红梅!陈
!

群!鲍红霞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深圳
'"U###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多通道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X(V

%技术检测
+X*

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应用多通道

荧光
X(V

技术对临床
"#%6

例宫颈细胞标本进行
"U

种高危
+X*ST-

分型及定量检测!并与
X(V.

反向斑点杂交法"

X(V.VS_

%

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标本采用序列分析方法进行验证&结果
!

在
"#%6

例标本中!多通道实时荧光

X(V

法阳性检出率为
"5&$5g

"

"5U

(

"#%6

%!

X(V.VS_

法阳性检出率为
"U&65g

"

"61

(

"#%6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一致率为
66&5g

"

70

11

0

值为
#&601

%&结论
!

多通道荧光
X(V

技术检测
+X*

可作为宫颈癌的初筛方法!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多通道荧光
X(V

$

!

人乳头瘤病毒$

!

高危型$

!

宫颈癌筛查

!"#

!

"#&%616

"

7

&899:&"10%.5"%#&$#"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0%.5"%#

"

$#"0

%

$".%#"6.#%

!!

人乳头瘤病毒$

+X*

&是一种可引起人类皮肤*黏膜组织

良性及恶性肿瘤的双链
ST-

病毒)有研究显示#

+X*

感染

是女性宫颈上皮内瘤和宫颈癌病变的主要病因'

".$

(

)目前报道

的
+X*

型别已经有
$##

多种#其中
5#

多种型别与人类生殖道

疾病有关'

%

(

#根据致病力或致癌危险性大小可将感染生殖道和

肛门的
+X*

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两大类)

+X*

基因分型检

测对于早期预防宫颈癌具有重要意义#聚合酶链反应
R

反向点

杂交技术$

X(V.VS_

&作为
+X*

基因分型常规检测方法具有

特异性强及高通量等特点'

5

(

)本研究应用多通道荧光聚合酶

链反应$

X(V

&分管分型技术对宫颈癌筛查标本进行高危型

+X*

分型检测#并采用
X(V.VS_

法进行验证#旨在为临床应

用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1

年
"#

月本院宫颈

癌筛查患者
"#%6

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0

!

0U

岁)先用无

菌棉签将宫颈分泌物擦净#再用安必平专用宫颈刷在宫颈鳞柱

交界处旋转
'

周#收集宫颈口及颈管的脱落上皮细胞#将毛刷

放入盛有细胞保存液的小瓶内#于
5a

下保存)

A&B

!

方法

A&B&A

!

ST-

提取
!

将漂洗过宫颈刷拭子的生理盐水全部转

移到
"&'I,

离心管中#

"%###A

"

I8:

离心
"#I8:

#弃上清#沉

淀加入
'#

)

,

的
ST-

裂解液#混匀后
"## a

干浴
"#I8:

#

"%###A

"

I8:

离心
"#I8:

#上清液备用)

A&B&B

!

+X*

通用
X(V

引物设计
!

扩增各
+X*

亚型的通用

引物核苷酸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6

引物序列为
'o.(!;(() -VV!!- ^-(;!-;(.

%o

#

)]""

引物序列为
'o.!() (-- !!! ^(- ;-- ]--

;!!.%o

#其中
)4-

"

(

#

^4-

"

;

#

]4(

"

;

#

V4-

"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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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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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U

卷第
$"

期
!

/:BP,EJ)=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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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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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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