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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晖
:

尿糖)尿微量清蛋白联合检测在糖尿病早期肾损

伤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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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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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9)./.:

&

*9

'周阳春%李云霞%唐彦
:

血清
1)

反应蛋白和胱抑素
1

联合

检测对痛风患者早期肾功能损伤的诊断价值&

Y

'

:

重庆医

学%

-/*9

%

.-

#

--

$!

-5*+)-5-/:

&

*.

'杨春杰%胡晓娇%崔琦
:

随机测定尿微量白蛋白与尿肌酐

比值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早期肾损伤的诊断价值&

Y

'

:

中

国妇幼保健%

-/*A

%

9-

#

**

$!

-9-/)-9-9:

&

*4

'李玉凤%王涛%杨栋民%等
:-.I

尿微量蛋白联合胱抑素
1

及
+

-)

微球蛋白在老年早期肾损伤筛查中价值&

Y

'

:

中华

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5

%

9/

#

-

$!

*<A)*<+:

&

*5

'罗军%周晓萍%袁红伶%等
:

慢性肾衰竭患者血清
>13)*

)

('_

%

水平变化&

Y

'

:

山东医药%

-/*.

%

4.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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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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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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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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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琛%顾志峰%王朔%等
:

前列地尔联合肾康注射液对慢性

肾炎患者尿蛋白)肾功能及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

Y

'

:

海南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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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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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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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5

#

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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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毕节市七星关区成人静脉血细胞参考区间调查分析!

张
#

沙!陈桂芬!吴太琴"

!孙
#

鹏!曾
#

臻!宋兰兰!徐
#

静

"毕节市中医院检验科!贵州毕节
44*A//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毕节市七星关区健康成人静脉血血细胞
<

项参数的参考区间$方法
#

收集毕节市七

星关区
9<<9

名健康体检成人静脉血!用
0

R

C!FJb0)*///"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液检测!采用
0300*+:/

软

件对其中的白细胞计数"

d]1

#%红细胞计数"

&]1

#%血红蛋白"

a_]

#%红细胞比容"

a1=

#%平均红细胞体积

"

>1Z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1a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1a1

#%血小板计数"

32=

#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
#

男%女之间
&]1

%

a_]

%

a1=

%

>1Z

%

>1a

%

>1a1

%

32=

参考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应分别建立其参考区间&男%女之间
d]1

参考区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可以合并$该辖区

血细胞
<

项参数参考区间高于邻近城市贵阳和重庆!

&]1

%

a_]

%

a1=

%

32=

与第
.

版-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中的参考区间基本一致!其余参数在不同地区测定结果不完全相同$结论
#

建立适合毕节市七星关区健康

成人静脉血血细胞参考区间具有必要性$

关键词"血细胞&

#

参考区间&

#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

!

*/:9+5+

"

B

:"CCD:*5A9).*9/:-/*<:*5:/95

中图法分类号"

&..5:**i*

文章编号"

*5A9).*9/

"

-/*<

#

*5)-/5/)/.

文献标识码"

]

##

血细胞分析是一种通过仪器检测对红细胞)白细

胞等进行分析的技术(随着血细胞分析仪的普及为

临床提供了许多血液学诊断指标%也提高了结果的精

密度和准确度%是临床诊断)疗效观察不可缺少的常

用指标之一(而衡量血细胞检测结果是否正常的标

准---正常生物参考区间%本区一直沿用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或仪器生产商提供的数据(由于血细胞

参数受种族)性别)海拔)地域)经济水平等条件因素

的影响&

*

'

%不同地区实验室使用的参考区间都应有差

异(为了建立毕节市七星关区健康成人静脉血血细

胞生物参考区间%本课题参照
120X1-<)(-

文件设定

的推荐程序%对七星关区健康人群静脉血血细胞
<

项

参数进行了调查研究%现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调查对象
#

所有调查对象均来自毕节市七星关

城区及其周边
.

个乡镇%共
4

个样品采集点(采集的

标本符合以下条件!#

*

$经问卷调查无家族遗传病史)

无心血管及慢性肾病病史)空腹血糖
&

5:*!!%L

"

2

+

#

-

$排除高血压#收缩压
'

*./!!a

H

和"或舒张压
'

+/!!a

H

$+#

9

$年龄为
-/

"

<*

岁%体质指数为
*<

"

-.T

H

"

!

-

+#

.

$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

]

超

等各项指标及内)外科检查均未发现异常(人群分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9+

卷第
*5

期
#

XDGY2,Q>FM

!

(O

H

OCG-/*<

!

Z%L:9+

!

'%:*5

!

基金项目!毕节市科技局科学技术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毕科合&

-/*.

'

5<

$(

"

#

通信作者%

6)!,"L

!

NOL,"<<<-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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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张沙%陈桂芬%吴太琴%等
:

毕节市七星关区成人静脉血细胞参考区间调查分析&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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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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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120X

$

63*4)(

及
1-<)(-

文件%将入选人群按年龄从
*<

"

<*

岁之

间%

*<

"

9/

岁为一组%

A/

岁以上合并成为一组%其余

每
*/

岁为一组%共
5

组(每个采集点均按
5

组随机

抽取样本不少于
*-/

例#男)女比例基本相等$%按年

龄)性别分别进行分组判定(根据分析结果!按年龄

和性别分组后各组静脉血细胞
<

项参数检测结果如

有差异%则建立不同年龄)性别的参考区间+若检测结

果无差异%则合并建立静脉血血细胞参考区间(

C:D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株式会社
0

R

C!FJ

公司
b0)

*///"

全自动
-/

项参数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套进口

试剂(

C:E

#

方法
#

按第
.

版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和

0

R

C!FJb0)*///"

中文操作手册要求检测(采取静脉

血
-!2

放入含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6c=()[

-

$的抗

凝管迅速混匀%室温条件下
.I

内检测完毕%然后对其

中的白细胞计数#

d]1

$)红细胞计数#

&]1

$)血红蛋

白#

a_]

$)红细胞比容#

a1=

$)平均红细胞体积

#

>1Z

$)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

>1a

$)平均红细

胞血红蛋白浓度#

>1a1

$)血小板计数#

32=

$共
<

项

测定结果进行分析(质量控制!#

*

$实验固定操作人

员+#

-

$实 验 前 用
0

R

C!FJ

专 用 校 准 品 #批 号!

4/<+/4-4

)

4--+/4-4

$依照卫生行业标准#

d0

"

=9.A)

-/**

血液分析仪校准指南$进行仪器校准+室内质控

符合要求+

-/*9)-/*4

年卫生部和贵州省室间质评

合格(

C:F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0300*4:/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结果采用
3;G

表示%

-

组计量资

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

验%

!

$

/:/4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研究人群特征
#

根据本研究纳入标准%在剔除

离群值后共入选研究对象
9<<9

名%其中男
*+./

名%

女
*+.9

名%年龄
*<

"

<*

岁%研究人群的基本信息见

表
*

(

D:D

#

不同性别人群静脉血细胞
<

项参数结果
#

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男性的
&]1

)

a]_

)

a1=

)

>1Z

)

>1a

)

>1a1

参 考 区 间 均 明 显 高 于 女 性 #

!

$

/://*

$%而男性
32=

明显低于女性#

!

$

/://*

$%男)

女之间
d]1

差异不显著#

!

%

/:/4

$%可合并建立参

考区间%见表
-

(

D:E

#

男性不同年龄段静脉血细胞
<

项参数结果比较

#

男性
d]1

参考区间随年龄变化不明显%

&]1

)

a]_

)

a1=

)

32=

随年龄增长呈现减少趋势%见表
9

(

D:F

#

女性不同年龄段静脉血细胞
<

项参数结果比较

#

结果显示%

d]1

随年龄增加变化不大%

&]1

)

a_]

)

a1=

)

>1a1

)

32=

随年龄增长呈现减少趋势%见

表
.

(

D:H

#

本组调查研究结果与有关文献参考范围比较
#

各地血细胞参数结果不尽相同%见表
4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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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

%

街道
*<

"

9/

岁

男 女

9*

"

./

岁

男 女

.*

"

4/

岁

男 女

4*

"

5/

岁

男 女

5*

"

A/

岁

男 女

%

A/

岁

男 女

海子街
59 59 5. 5. 54 55 5- 5. 54 54 5- 5-

金海湖
5/ 5/ 54 54 54 54 A/ A/ 54 54 5A 5A

七星关城区
A/ A/ 54 54 54 54 55 55 5. 5. 59 59

燕子口
5* 5* 5- 5- 55 55 5* 5* 54 54 54 54

杨家湾
5+ 5+ 5. 5. 5. 5. 54 54 59 59 5+ 5+

合计
9-9 9-9 9-/ 9-/ 9-4 9-5 9-. 9-5 9-- 9-- 9-5 9-5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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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人群静脉血细胞参考区间$

!

-:4

'

!

+A:4

%

项目
男性#

&h*+./

$

均数 标准差 参考区间

女性#

&h*+.9

$

均数 标准差 参考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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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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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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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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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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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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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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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2

$

*44:4*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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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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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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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5 9:4+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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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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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5:*- AA

"

*// <<:*+ 5:*/ A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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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a

#

KH

$

9*:/- -:9/ -5

"

94 9/:/. -:-4 -.

"

9.

$

/://*

>1a1

#

H

"

2

$

99+:9. *9:<9 9*9

"

95+ 99*:<4 *.:4+ 9/A

"

9A*

$

/://*

32=

#

*̀/

+

"

2

$

-*.:5< 44:/A **-

"

99. -9.:4A 5/:A< *-9.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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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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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

例男性不同年龄组各参数检测结果

年龄组#岁$

d]1

#

*̀/

+

"

2

$

&]1

#

*̀/

*-

"

2

$

a_]

#

H

"

2

$

a1=V >1Z

#

N2

$

>1a

#

KH

$

>1a1

#

H

"

2

$

32=

#

*̀/

+

"

2

$

*<

"

9/

#

&h9-9

$

.:*/

"

+:+4 .:-+

"

5:9+ *9-

"

*<4 9A:5

"

4.:9 A<:.

"

+A:/ -5:5

"

99:+ 9*<

"

9A9 *9<

"

9.9

9*

"

./

#

&h9-/

$

.:*/

"

*/:-4 .:-A

"

5:*. *9-

"

*<- 9A:/

"

4-:4 A<:5

"

+5:4 -A:<

"

9.:/ 9--

"

95+ *94

"

9-9

.*

"

4/

#

&h9-4

$

.:*/

"

*/:.A .:/*

"

5:** *--

"

*<- 9.:5

"

49:. A5:9

"

+A:9 -.:4

"

9.:< 9-/

"

9A< */<

"

9-+

4*

"

5/

#

&h9-.

$

.:*/

"

*/:-/ .:/+

"

5:/- *-/

"

*</ 94:.

"

4-:. A4:9

"

*//:9 -.:9

"

95:* 9*5

"

9<+ */9

"

9-5

5*

"

A/

#

&h9--

$

9:<4

"

+:+5 9:+A

"

4:A< **+

"

*A+ 94:9

"

4-:. A<:4

"

*/-:A --:5

"

94:< 9*5

"

9A/ */9

"

9-5

%

A/

#

&h9-5

$

.://

"

+:59 9:<4

"

4:A. **+

"

*A. 94:/

"

4-:* </:A

"

*/.:/ -5:/

"

94:5 9*-

"

945 */-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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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不同年龄组各参数检测结果

年龄组#岁$

d]1

#

*̀/

+

"

2

$

&]1

#

*̀/

*-

"

2

$

a_]

#

H

"

2

$

a1=V >1Z

#

N2

$

>1a

#

KH

$

>1a1

#

H

"

2

$

32=

#

*̀/

+

"

2

$

*<

"

9/

#

&h9-9

$

9:A*

"

*/:-5 9:+<

"

4:5< */+

"

*5+ 99:A

"

.<:< A9:4

"

+5:. -.:.

"

9.:* 9/A

"

9<4 *-.

"

9A4

9*

"

./

#

&h9-/

$

9:A<

"

*/:*/ 9:A+

"

4:</ */+

"

*5< 9-:+

"

.A:9 A5:9

"

+5:A -.:/

"

99:+ 9*-

"

9</ **+

"

959

.*

"

4/

#

&h9-5

$

9:+A

"

*/:** 9:+A

"

4:4. */5

"

*59 9-:<

"

.A:* A9:9

"

+5:A --:4

"

9.:* 9*/

"

955 *-<

"

9A*

4*

"

5/

#

&h9-5

$

.:/*

"

*/:*/ 9:<<

"

4:49 *-/

"

*59 9.:9

"

.<:/ A5:<

"

+<:. -9:4

"

99:- 9/+

"

95* **4

"

9A-

5*

"

A/

#

&h9--

$

9:A*

"

+:9- 9:A<

"

4:A< **.

"

*55 9.:9

"

.<:/ A5:+

"

*/*:/ --:.

"

9.:4 9/<

"

9A* **5

"

94A

%

A/

#

&h9-5

$

9:A4

"

*/:AA 9:5/

"

4:94 **/

"

*4< 9-:4

"

..:A A4:5

"

*/-:/ -9:<

"

99:5 9/A

"

9.4 *-.

"

9.4

表
4

##

本组调查研究结果与有关文献参考范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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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近年来%血细胞分析仪因其取材容易)检测便捷)

检测参数多已普及到各基层实验室(而血细胞参考

区间因受到地区环境)性别差异)民族)饮食等因素影

响而存在差异(毕节市七星关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

川滇黔交界处%平均海拔
*4//!

%汉)苗)彝等多民族

聚居(至今七星关区尚无静脉血血细胞参考区间报

道(建立毕节市七星关区静脉血血细胞参考区间对

该地区的不同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之间检验结果互

认和临床诊断及治疗有着积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毕节市七星关区静脉血不同性

别#男)女$

d]1

参考区间高于贵阳地区#杨大俊等&

.

'

报道$和重庆地区#陈伟等&

4

'报道$%与目前引用的第
.

版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相比%

&]1

)

a_]

)

a1=

)

32=

参考区间基本一致(

关于年龄与性别差异对血细胞参考区间的影响%

女性
32=

高于男性%男)女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且随着年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与大部

分报道相符+男性
&]1

)

a_]

)

a1=

参考区间均明显

高于女性#

!

$

/://*

$%与文献报道相符&

5)A

'

%但男性各

年龄组间随年龄增加呈现减低趋势%原因可能与激素

有关%例如红细胞的生成%雄性激素可提高血浆中促

红细胞生成素#

63?

$的浓度%促进红细胞的生成%雄

性激素主要通过刺激
63?

的产生而促进红细胞的生

成(此外也有实验显示%雄激素刺激骨髓红系祖细胞

增殖的效应先于体内
63?

的增加%这表明雄激素也

直接刺激骨髓%促进红细胞的生成(雌激素可降低红

系祖细胞对
63?

的反应%可能是成年男性红细胞数

量高于女性的原因之一&

<)+

'

(

>1Z

)

>1a

)

>1a1

与

丛玉隆等&

*/

'

-//9

年报道的.不同性别)地区的差异很

小/的结论不完全相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中

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差异大%加上环境气候)生活饮

食习惯及各民族生活习性等因素影响%导致各地区血

细胞分析参数有所不同%所以建立适合毕节市七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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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健康成人静脉血细胞参考区间具有必要性(

F

#

结
##

论

##

本调查建立了毕节市七星关区健康成人静脉血

细胞的参考区间%为该辖区相关疾病的诊断)预后判

断和健康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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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a#

R

#水平的关系$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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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自
-/*4

年
*

月至
-/*A

年
*

月期间的
A5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病例组以及
5/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

照组$对比两组受试者
a#

R

%血糖"

8]0

#%三酰甘油"

=_

#%总胆固醇"

=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ac2)1

#%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2c2)1

#以及尿酸"

@(

#的水平&对比两组受试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X>=

#的检测结果&对

比病例组不同颈动脉斑块数量%性质患者
a#

R

水平&分析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X>=

%颈动脉斑块数量与
a#

R

的相

关性$结果
#

病例组的
a#

R

%

=1

%

=_

%

2c2

%

8]0

%

@(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ac2)1

显著低于对照组"

!

$

/:/4

#&病例组的
X>=

为"

*:9A;/:*4

#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

/:/4

#&病例组
a#

R

升高患者颈动脉斑块检出

率显著高于
a#

R

正常患者"

!

$

/:/4

#&颈动脉内膜斑块形成患者的
a#

R

水平显著高于颈动脉内膜增厚和正常

的患者"

!

$

/:/4

#&颈动脉内膜增厚患者的
a#

R

水平显著高于颈动脉内膜正常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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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发斑块患

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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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于单发斑块及无斑块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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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发斑块患者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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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于无斑块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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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型斑块患者的
a#

R

水平显著高于稳定型斑块患者"

!

$

/:/4

#&

3F,$C%D

相关性分析显示!缺

血性脑卒中患者
X>=

%颈动脉斑块数量均与
a#

R

呈正相关关系"

!

$

/:/4

#$结论
#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血清

a#

R

水平显著升高!且
a#

R

的升高程度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呈正相关$

关键词"缺血性脑卒中&

#

颈动脉粥样硬化&

#

同型半胱氨酸&

#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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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是常见的神经内科疾病%具有发病

率高)致残致死率高的特点(临床调查结果显示%脑

卒中是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导致老年高血压患者

死亡的疾病&

*

'

(因此%脑卒中的防治受到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动脉粥样硬化是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的主要

病理基础(动脉粥样硬化可引起脑部供血动脉狭窄%

乃至于闭塞%引起相应脑组织缺血缺氧%进而坏死%并

出现一系列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同型半胱氨酸#

a#

R

$

是机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含硫氨基酸(近年来的

研究认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

病)预后及病情复发均有密切的关系&

-).

'

(目前%动脉粥

样硬化的诊断主要根据超声检查等影像学资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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