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殊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肠炎+肺炎+脑炎等#后期常常发生恶性肿

瘤+卡波西肉瘤+淋巴瘤等恶性肿瘤等#直至因长期消耗#全身

衰竭而死亡)

*0̂ 9*

广泛存在于人体所有组织中#在正常组

织恶变之后#由于肿瘤细胞中基因控制失调#

*0̂ 9*

合成增

多#通过细胞损伤及能量代谢障碍等机制#肿瘤细胞内
*0̂ 9*

释放增多#血清中
*0̂ 9*

活性相应增高)血清
*0̂ 9*

水平

与疾病的关系国内外均有资料报道1

"9#

2

)尽管
2̂a

与血清中

*0̂ 9*

水平无直接关系#但艾滋病患者因抵抗能力极度下降

引起的系列疾病如肝炎+隐脑+结脑+肿瘤以及各种器官和组织

的炎性反应均可使血清中
*0̂ 9*

活性相应增高)因此#

*0̂ 9*

的检测有助于临床医生对艾滋病患者病情的判断及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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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多项目组合检查在关节腔积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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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关节腔积液的病因!寻找特异的诊断指标为临床和实验室工作者提供诊断依据$方法
!

收集门诊和住院
"3"

例已明确诊断的膝关节腔积液患者!进行一般性状检查!显微镜下检查!生化%免疫%微生物检

查$结果
!

"3"

例引起膝关节腔积液的患者中类风湿关节炎与痛风性关节炎并列
$/

例!居首位!各占
"3,3%.

!强

直性脊柱炎
$"

例!占
"&,8$.

&类风湿关节炎组中类风湿因子均值为
+&/!

(

A*

!痛风性关节炎组中尿酸均值为
+%#

#

A<C

(

*

!

8/

例痛风性关节腔积液检出尿酸盐结晶!化脓性关节炎组中白细胞数
+$,+X"%

3

(

*

!中性粒细胞
%,38

!葡

萄糖均值
",-AA<C

(

*

$结论
!

多项目组合检查在诊断与鉴别诊断关节腔积液的性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关节腔积液&

!

病例分布&

!

实验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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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腔积液是多种疾病的同共表现#是风湿科+骨科门诊

中常见的症状#关节腔积液的变化反映了关节疾病的性质和病

理+生理改变#因其直接来自炎性反应部位而被称为/液体活

检0#它对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着重要意义1

"

2

)根据本院

专科特性#通过与风湿科+关节外科等临床科室商讨#共同制订

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关节腔积液实验室检查方案#内容涉及一般

性状检查+显微镜检查+生化+免疫及微生物等多个项目联合检

查)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8%%/

年
"

月至
8%%3

年
/

月风湿

科+关节外科的门诊和住院膝关节腔积液患者
"3"

例#去除部

分未明确诊断的病例)

B,C

!

方法
!

由临床医生严格按照无菌操作穿刺采集的关节腔

积液#分别打入
)0';

抗凝管+无菌试管+无添加剂管#采集后

立即送检)检验科接到标本后应在
"M

内检测完成#检测内容

分为一般性状检测&如量+颜色+透明度+黏稠度+凝块形成'+普

通显微镜下检测&白细胞计数+分类#偏振光显微镜检测结晶'+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总蛋白+葡萄糖+尿酸'+特定蛋白仪检

测&类风湿因子'及细菌涂片加培养)实验步骤严格按照3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4第
$

版进行1

8

2

)

B,D

!

仪器
!

日立
-%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国赛
(>

N

M6?B@

特

定蛋白仪+德国莱卡荧光偏振显微镜+

<̀G5?

普通显微镜)

B,K

!

试剂
!

总蛋白+葡萄糖+尿酸试剂为上海科华生化试剂

日立
-%8%

配套装#特定蛋白为国赛
(>

N

M6?B@

配套试剂#细菌

培养采用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公司的血液增菌液)

B,N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EG>C8%%$

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
J

检验#

I:fZ%,%$8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Z%,8#8

$

%,%+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病例分布
!

"3"

例关节腔积液患者中类风湿关节炎
$/

例#占
"3,+3.

(痛风性关节炎
$/

例#占
"3,+3.

(强直性脊柱

炎
$"

例#占
"+,3/.

(未分化脊柱关节病
8%

例#占
"%,$".

(膝

关节滑膜炎
"&

例#占
/,8+.

(骨性关节炎
"$

例#占
&,-%.

(化

脓性关节炎
3

例#占
#,&#.

(膝关节损伤
-

例#占
$,&".

(色素

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
-

例#占
$,&".

(银屑病关节炎
#

例#

占
8,%3.

(髌骨软化症
$

例#占
",+-.

(反应性关节炎
8

例#占

",%+.

(关节结核
8

例#占
",%+.

(风湿性关节炎
"

例#占

%,+8.

)

C,C

!

检验结果
!

按不同疾病组对关节积液检查的结果进行统

计#见表
"

)类风湿关节炎组和痛风性关节炎组分别与抽取关

节腔积液
$D

内检测的血清类风湿因子&

:f

'和血清尿酸进行

比较#

$/

例类风湿性关节腔积液的
:f

均值为
+&/!

"

A*

#血

清
:f

均值为
#-8!

"

A*

#

$/

例痛风性关节腔积液尿酸测定均

值为
+%#A<C

"

*

#血清尿酸测定均值为
+""

#

A<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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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疾病引起的关节腔积液检查结果

检查项目

类风湿

关节炎

&

(Z$/

'

痛风性

关节炎

&

(Z$/

'

强直性

脊柱炎

&

(Z$"

'

未分化脊柱

关节病

&

(Z8%

'

膝关节

滑膜炎

&

(Z"-

'

骨性

关节炎

&

(Z"$

'

化脓性

关节炎

&

(Z3

'

膝关节

损伤

&

(Z-

'

色素沉着绒毛

结节性滑膜炎

&

(Z-

'

银屑病

关节炎

&

(Z#

'

积液量均值
/,& /,& "%,+ 3,$ /,- "",& +,& 3,$ "",# /,&

颜色异常例数
- # " 8 8 # / + + "

浑浊例数
$& $% 83 "/ "8 & 3 & - #

低黏稠度例数
$+ $$ 8$ "# "% & 3 & # %

检出凝块例数
"/ "/ "+ 3 - # 3 " # %

尿酸盐结晶例数
% 8/ % % % % % % % %

白细胞均值&

X"%

3

"

*

'

"3,/ 8",% "-,+ "#," "8,# "%,+ +$,+ 88,& "$,8 /,-

中性分叶均值&

.

'

-$ -8 -$ &# &# +" 38 && &8 &%

总蛋白均值&

L

"

*

'

##,$ #%,8 #3,# #3,# #$,+ $&,8 #3,8 ##,& #$,# $&,8

葡萄糖均值&

AA<C

"

*

'

#,& &,$ +,8 +,& +,& +,/ ",- #,- +,# +,3

尿酸均值&

#

A<C

"

*

'

8## +%# 8-/ 83$ 8-- 8&" 8-8 8-& 83# 8-&

:f

均值&

!

"

A*

'

+&/ 8&,$ "/,+ 8+,$ 8",$ 8&,$ 88,/ "3,& "-,8 8+,$

C,D

!

病原体分布
!

3

例化脓性关节炎分离出
#

株金黄色葡萄

球菌+

"

株松鼠葡萄球菌+

"

株铜绿假单胞菌#

$

例为阴性)

D

!

讨
!!

论

正常膝关节腔内仅有
"

!

#A*

的关节液#为清亮+淡黄

色+黏稠度高的液体#主要起润滑关节和营养关节软骨+关节盘

的作用(关节液中的总蛋白在
"%

!

$%

L

"

*

#葡萄糖在
$,$$

!

+,++AA<C

"

*

#尿酸
""3

!

#-&

#

A<C

"

*

&男'+

""3

!

$+-

#

A<C

"

*

&女'#因缺乏纤维蛋白原+凝血原子而不能自凝(在显微镜下白

细胞小于&

%,8

!

%,-

'

X"%

3

"

*

#中性粒细胞小于
%,8+

1

8

2

)当关

节发生炎性反应时#常累及滑膜#使关节液的合成增多#化学组

成+细胞成分均发生改变#关节液的变化可直接反映疾病的性

质和程度#因而关节腔积液的检查对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

意义1

"

2

)

引起关节腔积液最常见的疾病有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

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占总数的
+&.

)类风湿关节炎关节腔内

可出现大量浑浊积液#黏稠度降低#并且由于纤维蛋白原和其

他凝血因子进入关节腔积液#使之自发形成凝块(白细胞总数

增高#以中性粒细胞增加为主#总蛋白增加#葡萄糖+尿酸无明

显异常#特异性改变有关节液中检出高滴度的
:f

#该调查组

:f

均值为
+&/!

"

A*

#较同期血清中
:f

水平高1

$

2

)痛风性关

节腔积液外观白色而不透亮#黏稠度下降#表现为以中性粒细

胞增多为主的白细胞增多#该调查组尿酸均值为
+%#

#

A<C

"

*

#

与同期血清中尿酸水平相当#但此类积液的特征性变化为关节

腔内检出尿酸盐结晶1

#

2

)强直性脊柱炎积液外观一般为淡黄

色到黄色的浑浊液体#黏稠度降低#部分积液可自凝(白细胞+

总蛋白总数增高#葡萄糖+尿酸+

:f

均正常)化脓性关节腔积

液改变明显#颜色灰白色或血色+黏稠度下降的浑浊液体#白细

胞总数大幅度增加#均数为
+$,+X"%

3

"

*

#中性粒细胞均数高达

38.

)由于关节腔内细菌的生长繁殖消耗大量糖类#葡萄糖明

显下降#均值为
",-AA<C

"

*

#病原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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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统计畸形精子症患者精子各结构畸形的临床发病率!为其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为开发治

疗精子形态异常的药物靶点提供临床数据$方法
!

采用
\@=

L

>@l6

严格标准法对
8"&

例男性精液就精子头部%胞质

小体%尾部及总畸形等进行分析!综合
I=K̀ >D

%

5̂

L

MU5@>I@>66

有关精子畸形%精子形成文献!推测具有开发潜力

的药靶$结果
!

精子总畸形率为"

#$,"&b"$,%$

#

.

!其中头部畸形为"

"-,/+b"",#+

#

.

!胞质小体畸形为"

&,%&b

&,8$

#

.

!尾部畸形为"

"3,8#b"%,##

#

.

$结论
!

在杭州地区男性精子形态异常患者中!精子头部%尾部畸形发生率

较高!其中尾部畸形率占第
"

位!其次为头部畸形&逆转精卵融合障碍及精子运动能力的丧失将成为临床治疗的重点$

!关键词"

!

精子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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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调查&

!

精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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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精液参数中的精子密度+活力和正常形态率是评

估男性精液质量及生育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近年来#由于人

们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的改变#精子形态异常的发病率明显上

升1

"98

2

)由于精子形态异常并不是导致男性不育的最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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