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6R6

'

:7F

及
,6[

水平与生活质量及心功能指标之间有密

切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

W0R

患者治疗期间血浆
AC-6R6

'

:7F

及
,6[

水平与生活质量'心功能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临床中应加强

对这
(

项指标水平的监测#根据其结果调整治疗方案#提升治

疗效果#促进患者心功能的改善#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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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新生儿脓毒症诊断中降钙素原的临床应用效果研究"

李秀丽!陈竹雨%

!张鸿清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检验科!河北张家口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新生儿脓毒症诊断中降钙素原"

./@

#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

将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

治的新生儿脓毒症患儿
"!

例设为观察组!选取同期非新生儿脓血症患儿
"!

例设为对照组!检测并比较两组患儿
./@

%

/

反应蛋

白"

/8.

#及白细胞计数"

[̂/

#水平'根据
./@

%

/8[

和
[̂/

的阳性标准分别评价这三个指标在新生儿脓毒症诊断中的价值$结

果
!

观察组中外周血
./@

%

/8.

和
[̂/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G

分别为
%$;!!*

!

%!;#"'

!

";$"$

!

!

$

!;!$

#'三种指标中
./@

的灵敏度最高"

'!;!!<

#!

/8.

的特异度最高"

'$;"+<

#!

./@

的正确指数"

aAKPB?5?PBC

#最高"

+&;!!

#!

[̂/

最低"

$!;!!

#$结论
!

在新生儿脓毒症中检测降钙素原临床价值明显!快速且客观!可联合
/8.

!提升其早期诊断准确率$

关键词"新生儿脓毒症'降钙素原'应用效果

!"#

!

$!;('"'

"

=

;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脓毒症是一种新生儿常见疾病#可以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

)

*当前临床诊断新

生儿脓毒症难度较大#因该病早期体征与症状类型多样#无特

异性#临床难以区分新生儿脓毒症与病毒感染等非细菌感染性

疾病#再加之培养微生物耗时较长#通常需
#*

"

+%)

#且培养结

果假阴性率较高(

%

)

#因此#提高脓毒症的早期诊断水平对患儿

的健康极其重要*降钙素原$

./@

%是近年来发现的与细菌感

染事件密切关联的标临床志物#新生儿细菌感染早期外周血

./@

水平会出现上升(

(

)

*本文探讨新生儿脓毒症患者外周血

中
./@

水平#以便指导临床应用#详述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新生儿脓毒症患儿
"!

例设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本院收治的非

新生儿脓毒症患儿
"!

例设为对照组#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

观察组患儿均符合新生儿脓毒血症诊断标准#经血培养'咽拭

子培养确诊#临床表现出炎症反应症状与体征#感染并存在低

温或发热$直肠温度低于
(&f

或超过
(*;&f

%'心动过速伴随

症及以下任一项!高乳酸血症'意识改变'脉搏跳跃及低氧血

症#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对照组男女比例为
(%o%*

#日龄为

%

"

%+P

#平均日龄$

$&;+V%;&

%

P

&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

!

%+

#日

龄为
%

"

%*P

#平均日龄$

$";%V%;'

%

P

*两组患儿在性别'日龄

上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对比性*

?;@

!

检测方法
!

应用
./@

检测试剂盒与免疫荧光检测仪$广

州万孚公司%测定
./@

水平#

./@

超过
!;&?

L

"

6

定义为阳性&

用
/

反应蛋白$

/8.

%检测试剂盒$美国贝克曼公司%与
9W-

W,S1*!!

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公司%测定

/8.

水平#

/8.

超过
*H

L

"

6

为阳性&用迈瑞
[/-"*!!

全自动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白细胞计数$

[̂/

%水平#

[̂/

超过
%!h

$!

'

"

6

定义为阳性*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统计学软件
:.::$';!

处理数据#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GQ62OWBP

!

RB7BHOBF%!$+

!

XAE;(*

!

YA;%(

"

基金项目"张家口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R

%*

%

!

通信作者#

1-H25E

!

/ba

0

%!"**

(

$%";7AH

*



.V@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外周血
./@

'

/8.

和
[̂/

水平比较
!

分别比较观察组

与对照组中血
./@

'

/8.

和
[̂/

水平#结果显示观察组中三

项指标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并且两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

分别为
%$;!!*

#

%!;#"'

#

";$"$

&

!

$

!;!$

%#见表
$

*

表
$

!!

血
./@

%

/8.

和
[̂/

水平统计表#

.V@

$

组别
./@

$

?

L

"

6

%

/8.

$

H

L

"

6

%

^[/

$

h$!

'

"

6

%

观察组
$+;!(V&;'' (+;!'V$(;$( $*;&+V(;+(

对照组
!;"'V!;"% %;!&V$;*( $%;&&V";&'

< %$;!!* %!;#"' ";$"$

!

$

!;!$

$

!;!$

$

!;!$

@;@

!

血
./@

'

/8.

和
[̂/

辅助诊断价值比较
!

根据判定标

准分别统计观察组和对照组中
./@

'

/8.

和
[̂/

阳性例数和

阴性例数#计算
./@

'

/8.

和
[̂/

辅助诊断新生儿脓毒症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显示
./@

的灵敏度最高#为
'!;!!<

#

而
/8.

的特异度最高为
'$;"+<

&

aAKPB?

指数
./@

最高

$

+&;!!

%#

[̂/

最低$

$!;!!

%#见表
%

'

(

*

表
%

!!

血
./@

%

/8.

和
[̂/

分组统计表

组别
./@

$

#

L

"

6

%

(

!;&

#

!;&

/8.

$

H

L

"

6

%

(

*

#

*

^[/

$

h$!

'个"
6

%

(

%!

#

%!

观察组$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表
(

!!

血
./@

%

/8.

和
[̂/

辅助诊断价值比较表

项目 灵敏度$

<

% 特异度$

<

%

aAKPB?

指数

./@ '!;!! *&;!! +&;!!

/8. "*;(( '$;"+ "!;!!

^[/ #";"+ "(;(( $!;!!

A

!

讨
!!

论

!!

新生儿脓毒症是细菌或真菌侵入血液循环内繁殖而造成

的全身性感染#严重者会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与多器官功能障

碍综合征#其发生率占早产儿的
!;$<

"

$;!<

#病死率为

$!<

"

&!<

(

#

)

*传统诊断新生儿脓毒症的方法是血培养#但其

所需时间相对较长#干扰因素较多#目前各医院培养方法不同#

存在假阴性#检测准确率较低#不利于早期诊断和治疗(

&

)

*寻

找一种灵敏度和特异度相对较高的实验室辅助诊断方法对于

新生儿脓毒症的诊断至关重要*

[̂/

计数为临床诊断新生儿脓毒症的常规指标#本研究

结果也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
[̂/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但
[̂/

升高无特异性#新生儿呕吐'急性失血'

生理性增高及病毒感染等原因均会导致其水平上升#而抗生

素'解热镇痛药物等会降低其水平(

"

)

*本研究中
[̂/

灵敏度

和特异度均最低#也显示了
[̂/

在诊断新生儿脓毒症中的局

限性*

/8.

是机体在炎症'感染或损伤时产生的一种急性时相

反应蛋白*在正常生理情况下#

/8.

在体内的合成速率很低#

机体外周血内含量也很低#但当机体处于感染'脓毒症'外科手

术等应激状态时#血清中
/8.

浓度可在几小时内显著增高#并

急剧上升(

+

)

*本研究中观察组
/8.

水平为$

(+;!'V$(;$(

%

H

L

"

6

#高于对照组$

%;!&V$;*(

%

H

L

"

6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并且其特异度最高$

'$;"+<

%#与张林等(

*

)的研

究结果相同*

/8.

水平比
[̂/

'血沉等炎症指标升高更早#

更能预测患者预后和疗效#可作为临床诊断新生儿脓毒症的一

个评价指标(

'

)

*

./@

含有
$$"

个氨基酸#半衰期为
%!

"

%#)

#正常条件下

新生儿血液中含量较低*新生儿遭受细菌感染时
./@

浓度将

会在
%

"

")

内迅速升高#

$%)

前达到峰值#并在
%#)

内保持相

对不变(

$!

)

#目前临床已将
./@

作为在诊断细菌感染性疾病中

比细胞活素与
/8.

更灵敏的检测指标*本研究中观察组
./@

水平为$

$+;!(V&;''

%

?

L

"

6

#高于对照组$

!;"'V!;"%

%

?

L

"

6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
/8.

和
[̂/

相比#

./@

的

灵敏度最高$

'!;!!<

%#但特异度低于
/8.

*

Q,Y3@,

等(

$$

)

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了相似的规律*

aAKPB?

指数是综合了灵敏

度与特异度来评价真实性的指标#表示筛检方法发现真正的阳

性与非阳性的总能力*指数越大说明筛查实验的效果越好#真

实性越好*虽然
/8.

的特异性高于
./@

#但三种方法中
./@

的
aAKPB?

指数最大#表明
./@

辅助诊断新生儿脓毒症的价值

最大*

综上所述#诊断新生儿脓毒症应用
./@

指标临床价值高#

快速且准确#客观性高#但
/8.

特异性好#因此在临床应用中

./@

可联合
/8.

#可以提升早期诊断率'观察疗效及评估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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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维持性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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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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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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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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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终末期肾脏疾病当中一种常用

的治疗手段#属于肾脏替代治疗方法*不过#

W0R

患者通常

容易合并多种并发症#病死率较高*其中#全身慢性微炎症状

态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具

有较大的威胁*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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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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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患者微炎症的状态进行早期反映#因此#在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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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患者心功能及生活质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基于

此#本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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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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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患者在清晨空腹状态下抽取静脉血#经过

离心操作后#静置取上层清液#分装后#在
e*!f

的条件下保

存#用于对细胞炎症因子检测(

$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

对患者血清中的
)>-/8.

'

96-"

'

@Y4-

)

水平进行检测*采用彩

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对
%

组患者左心室质量指数$

6XW9

%'

左心室射血分数$

6X14

%'二尖瓣前向血流
1

峰与
,

峰比值

$

1

"

,

%'心排出量$

/3

%等心功能指标进行检测(

%

)

*并采用问

卷调查的方法#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分#所有患者均按标准

填写
:4-("

生存质量评分表#计算其得分情况#分数越高#说明

生活质量越好*

?;A

!

观察指标
!

测量所有患者的血清
)>-/8.

'

96-"

'

@Y4-

)

水平&测量所有患者的
6XW9

'

6X14

'

1

"

,

'

/3

等心功能指标&

调查统计所有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B

!

统计学处理
!

研究得出数据通过
:.::$*;!

软件统计处

理#计量资料以
.V@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采用
.B2F-

>A?

相关对各项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8.

正常组与
)>-/8.

超高组间
6XW9

'

6X14

'

1

"

,

'

/3

'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8.

'

96-"

'

@Y4-

)

分别与
6XW9

呈正相关的关系#分别与

6X14

'

1

"

,

'

/3

'生活质量呈负相关的关系#见表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GQ62OWBP

!

RB7BHOBF%!$+

!

XAE;(*

!

YA;%(

"

基金项目"保定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项目$

$"b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