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蛋白激酶
!

磷酸化的作用%在胰岛素刺激下能够

提高人体内脏及皮下脂肪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即脂

肪细胞胰岛素敏感性上升(有研究显示%染色体

)

Q

**

!

*-

是
*

型糖尿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区域%而人网

膜素
)

基因也恰好处于此区域(故而认为人网膜素
)

可能与
*

型糖尿病发生密切相关(有研究报道显示%

血清人网膜素
)

变化是糖脂代谢紊乱的标志之一%且

在糖耐量受损的肥胖人群中%血清人网膜素
)

与胰岛

素敏感)体脂肪指数及体质量指数密切相关&

)3

'

(本研

究结果表明%研究组人网膜素
)

水平低于对照组%且

人网膜素
)

与
$US

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高危糖尿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锌)硒)

铜)锰和脂肪因子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存在异常%且

血清锌)硒)锰)脂联素和人网膜素
)

与
$US

呈负相

关%而铜与
$US

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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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健康成人血常规参考区间的建立!

高
"

亮!李
"

彬!李年华!阳盛洪#

"解放军第十八医院新疆军区高山病研究所!新疆喀什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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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建立帕米尔高原地区塔吉克族健康成人血常规的参考区间!更好地为该地塔吉克族人群临

床诊断和治疗服务%方法
"

对生活在平均海拔
,'''I

帕米尔高原地区
,)<

例塔吉克族健康成人进行血常规

检测!将研究对象按性别分组!对各项参数做统计学分析!得出各项参数的参考值范围%结果
"

红细胞"

"![

$

相关参数!除平均红细胞容积"

T[%

$外!男性
"![

计数'血红蛋白"

ZN

$'红细胞压积"

ZE?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

白量"

T[Z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T[Z[

$检测水平均高于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3

$%结论
"

建立

了帕米尔高原地区塔吉克族健康成年男'女血常规参考区间!为该地区相关疾病的诊断'预后'判断和健康评估

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帕米尔高原#

"

塔吉克族#

"

血常规#

"

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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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

9

+:;;4+)&<-=,)-'+*').+')+'*-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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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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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I

以上(研究证实%不同海拔地区)民族和

生活习惯)年龄等方面的不同都会使得血常规参考值

范围出现差异&

)

'

(但在实际工作中%高原地区依然使

用平原地区的参考区间评价血常规相关指标%依据此

参考区间对高原地区人群贫血)红细胞增多症等疾病

状态的临床诊疗是不适用的%且塔吉克族是一个特殊

群体(因此确立塔县塔吉克族健康成人血常规指标

参考值显得尤为重要(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F

"

资料与方法

F+F

"

一般资料
"

选取
*')3

年
3

月至
*')&

年
3

月塔

县海拔
-,''

!

,3''I,

个地区
,)<

例世居塔吉克族

健康人群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3&

例%年龄

*-

!

<8

岁%本研究只对成年人的生物参考区间进行探

讨(所有入选对象体温)肝肾功能及胸透均正常%近

期无急性或慢性感染%女性无月经过多(按照国家卫

生部
*')*

年发布并于
*')-

年
.

月
)

日起实施的/血

细胞分析参考区间0推荐方法选择参考个体&

*

'

(

F+G

"

仪器与试剂
"

W

B

;ID̂=hW=.'':

全自动血液分析

仪#已经过性能验证和校准$及原装配套试剂)质控物

和校准物(

F+H

"

方法

F+H+F

"

标本检测
"

体检对象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10#=V

*

$抗凝的血常规管收

集静脉血液
*I6

%颠倒混匀
-

次防止血液凝固%标本

在
*C

内完成(

F+H+G

"

检测参数
"

包括白细胞#

/![

$计数)红细胞

#

"![

$计数)血红蛋白#

ZN

$)红细胞压积#

ZE?

$)红细

胞平均体积#

T[%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量#

T[Z

$)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T[Z[

$)血小板计数#

U60

$)中

性粒细胞比例#

2(

$)淋巴细胞比值#

6e

$)单核细胞比

例#

Td

$)嗜酸粒细胞比例#

(dW

$)嗜碱性粒细胞比例

#

!#

$(

F+I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4

方法判断各组数据是

否存在离群点%将不符合要求的删除%再将各参数数

据进行正态性检验(使用
WUWW)<+'

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成正态性分布的资料用
I D̀

表示%两组间均数比

较采用
<

检验%采用
!

*83

%

!

8<83

确定参考区间+偏态分

布的资料用
F

#

!

*3

%

!

<3

$表示%采用秩和分析比较组

间均数的差异%用
!

*3

%

!

<3

确定参考区间%

!

%

'+'3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结
""

果

G+F

"

不同性别血常规参数结果分析
"

本研究共调查

世居塔吉克族健康人群
,33

例%经过严格筛选及离群

值筛查%最终确定入选研究对象
,)<

例(塔县成年男

性
"![

)

ZN

)

ZE?

)

T[Z

)

T[Z[

检测水平均高于女

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

(

G+G

"

帕米尔高原地区成人血常规参考区间
"

因
!#

的检验结果均为
'

或
)

%即可视为常量(经统计学分

析发现%男性除
Td

)

(dW

为偏态分布外%其余指标均

为正态分布(女性除
T[Z[

)

(dW

为偏态分布外%其

余指标均为正态分布(国家参考值参照文献&

*

'标

准%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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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米尔高原成年男性与女性血常规相关参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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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米尔高原健康成人血常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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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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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男#

.b)&)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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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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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参考区间是临床医生评估受检者健康与

否以及疾病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的重要依据(参考

区间的建立受到人群)种族)地域)性别)饮食习惯)年

龄)劳动方式等多因素的影响(

*')*

年
)*

月原卫生

部颁发了一项新的卫生行业标准#

/W

"

0,'3=*')*

$%

对中国成年人群血细胞参考区间进行了调整%但是该

标准是基于平原地区建立的%并不适用于高原地区人

群%同时并没有考虑各民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

'

(国

内外研究表明%海拔对人体
"![

及相关参数的水平

影响较大%长期慢性高原低氧可刺激促红细胞生成素

#

(Ud

$的生成%可导致红细胞水平升高&

-=,

'

(近年来

观察到%世居高原中国藏族人的
"![

)

Z!

接近平原

人&

3

'

(牟信兵等&

&

'针对拉萨世居藏族和移居该地区

生活
)

年以上的适应者%建立大量的生理参考值(但

国内外有关帕米尔高原的研究仅见零星报道%因此有

必要建立塔县地区世居高原塔吉克族人群血常规参

考值%单纯采用卫生部颁发的标准有失客观(

本研究结果显示%除
T[%

)

/![

及其分类外%塔县

地区成年男性的
"![

)

ZN

)

ZE?

)

T[Z

)

T[Z[

检测水平

均显著高于女性%考虑与男性雄激素刺激从而促进
(Ud

生成增多有关(本研究结果中
"![

)

ZN

及
ZE?

的参考

值区间高于国家标准%提示随着海拔的升高%塔县居民的

"![

及其相关参数水平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塔吉克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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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及
ZN

两方面进行代偿性增高%以提高携氧能力

适应高原缺氧环境%这与世居高原藏族有明显差异&

*

'

(

这也提示塔吉克族人依然受到低氧环境的损伤&

<

'

%因此%

为方便该地区预防与监测慢性高原病%并方便临床进行

疾病诊断%将男性
ZN

参考值调整为
)*'

!

)8'

5

"

6

%女性

))3

!

).'

5

"

6

(将男性
ZN

'

)8'

5

"

6

)

ZE?

'

'+3<

%女性

ZN

'

).'

5

"

6

)

ZE?

'

'+3-

作为该地区慢性高原病早期筛

查敏感指标(国内多数研究表明%高原缺氧时对
/![

总

数及分类无明显影响&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计数低

于国家标准%这与低氧是否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有研

究发现%低温低氧可促进
U60

聚集%增加
U60

消耗%使数

量相对减少%也可能与高原紫外线等电离辐射较强有一

定关系%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8=)'

'

(因新生儿)少儿标本较

难获得%所以未将其纳入%可待积累足够数量标本后再作

后续讨论%本次主要对塔县健康成年人标本进行统计研

究(另外%本地区塔)汉族血常规参考值范围有无差别%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成功建立了帕米尔高原塔县地区

塔吉克族健康成人男女血常规及其相关参数参考区

间%对该地区的广大居民及医疗工作者都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通过本研究发现%现行国家标准并不适应于

本地区%特别是
/![

)

ZN

)

ZE?

)

/![

)

U60

等指标的

变化更为明显%但下一步仍需与临床工作结合或完善

实验方案验证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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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血清生化指标的检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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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血清生化指标检测意义%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8

月至

*')&

年
8

月收治的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作为对照组%

采集入组研究对象血清!测定骨吸收指标
&

型胶原蛋白
E

末端交联端肽"

;=[0h

$!骨形成指标
&

型原骨胶原蛋

白
2=

端肽"

;=UR2U

$!骨转化指标骨钙素"

!SU

$'碱性磷酸酶"

#6U

$%结果
"

观察组血清
;=[0h

'

;=UR2U

'

#6U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而观察组血清
!SU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结论
"

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血清骨吸收指标'骨形成指标及骨转化指标水平异常!检测其水平对

于评估骨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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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骨质疏松主要是指多种原因造成的骨组织

微细结构改变和破坏及单位体积的骨质总量减少的

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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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老年骨质疏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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