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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输入性恶性疟疾患者
(;

二聚体测定分析

于永敏!王勇鸣!冯
!

煦"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检验科!郑州
!

6/.../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恶性疟疾患者血浆
(;

二聚体含量变化情况!为临床了解病情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

测

定
,-

例外周血涂片镜检阳性恶性疟疾患者血浆
(;

二聚体含量!并与
6.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

恶性

疟疾患者血浆
(;

二聚体含量明显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恶性疟疾患者
(;

二

聚体含量变化可作为判断恶性疟疾患者病情变化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关键词$

!

输入性恶性疟疾#

!

(;

二聚体#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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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

传染病之一#每年世界上有
,

"

/

亿人被感染#死亡
)..

"

,..

万人)而相比于其他型别疟疾#恶性疟疾危害更大)随着近年

来劳务输出*商务旅游的增加#输入性恶性疟疾成为我国许多

地区发生疟疾的主要因素)为探讨恶性疟疾患者血浆
(;

二聚

体的变化情况#本文对
,-

例输入性恶性疟疾患者血浆
(;

二聚

体进行了测定#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恶性疟疾患者
,-

例#年龄
*/

"

6/

岁#平均
,/

岁#均为非洲安

哥拉*尼日利亚男性务工回国人员)诊断分型采用外周血厚*

薄血膜镜检法,

)

-

)对照组为来本院的男性健康体检者
6.

例#

年龄
*,

"

6U

岁#平均
,=+/

岁#均无心*脑血管和肝*肾疾病且

排除高凝血状态的疾病#近
*

周内无服药史)

$+/

!

样本处理
!

采取患者末梢血制备厚*薄血膜用于诊断和

分型#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U N'

#加入
.+* N'

含
).<

NN?G

"

'

枸橼酸钠抗凝剂的试管中#混匀后#以
)/..F

"

NIJ

离

心
).NIJ

#分离血浆#于
*D

内测定
(;

二聚体)

$+'

!

方法
!

厚*薄血膜采用姬姆萨染色法油镜检测)

(;

二聚

体测定采用贝克曼库尔特
0%G8'7>8#"2

全自动血凝仪#试

剂由
7'

公司提供)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统计软件
1#11),+.

进行数据处理#

统计方法为
<

检验)

/

!

结
!!

果

,-

例患者末梢血厚*薄血膜均查到恶性疟大*小滋养体#

原虫密度最高者达每微升
,.

万#见图
)

#其血浆
(;

二聚体与对

照组检测结果见表
)

)经
<

检验#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表
)

!

两组血浆
(;

二聚体检测结果

组别
, (;

二聚体
!

值

健康对照组

恶性疟疾组

6.

,-

).-+<X,*+U

/),+UX,)6+-

"

.+.)

图
)

!

恶性疟疾患者血涂片

'

!

讨
!!

论

恶性疟疾在我国较少见#主要高发于非洲热带地区#其并

发症多#凶险性高#若不及时治疗#可危及生命)恶性疟原虫在

红细胞内繁殖时#可使受感染的红细胞体积增大成为球形#胞

膜出现微孔#彼此较易黏附成团#并较易黏附于微血管内皮细

胞上#引起微血管局部管腔变窄或堵塞#使相应部位的组织发

生缺血性缺氧而引起变性*坏死的病理改变,

*

-

)

(;

二聚体作为

交联纤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是凝血与纤溶的敏感标志

物#

(;

二聚体水平的增高提示机体内存在血栓形成和继发性纤

溶亢进#检测
(;

二聚体对某些疾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监测具

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

,

-

)

本文测定结果显示#恶性疟疾可致患者血浆
(;

二聚体水

平升高#提示恶性疟患者交联纤维蛋白降解增强#存在凝血活

性亢进和继发性纤溶状态#这与其他文献报道相符,

6

-

)由于恶

性疟疾可并发脑型疟疾*黑水热*疟性肾病等凶险型疟疾,

/

-

)

检测
(;

二聚体水平情况#对于恶性疟患者的预后和疗效观察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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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与高脂血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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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高血糖与高脂血症的相关性&方法
!

同时检测
6)-*

例患者血糖和血脂"包括总胆固醇

和三酰甘油$水平&结果
!

高血糖与高脂血症具有相关性!且随着血糖的升高!高脂血症的发生率也升高&结论
!

高血糖与高脂血症呈正相关&

#关键词$

!

高血糖#

!

高脂血症#

!

相关性研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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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同时对血糖和血脂$包括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

的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探讨高血糖与高脂血症的关系#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U

"

)*

月本院门诊及住院的
6

)-*

例同时检测血糖和血脂$包括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的患

者#其中男
*6**

例*女
)=6.

例#年龄
)

"

</

岁#年龄*性别未

做统计学处理)

$+/

!

检测方法
!

采用贝克曼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糖*

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试剂均为贝克曼原装试剂#

,

种方法分别

为葡萄糖氧化酶法*氧化酶法和
Y#2

酶法#由专人按仪器程序

和试剂盒说明书要求操作)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检验结果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中的血糖*总胆固

醇*三酰甘油规定的参考值确定正常或升高,

)

-

#而另两个血糖

升高$

&

=+.

和
&

))+)NN?G

"

'

&标准选择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对

糖尿病诊断标准,

*

-

#检测结果详见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在
*

U<*

例血糖正常患者中#总胆固醇升高者
-)-

例$

*)+,.T

&#三

酰甘油 升 高 者
*-U

例 $

)*+=*T

&#二 者 均 升 高 者
)=.

例

$

/+UUT

&#高脂血症发生率为
,6+.*T

%

)*=.

例血糖升高

$

&

-+)NN?G

"

'

&患者中#总胆固醇升高者
,6U

例$

*=+6.T

&#

三酰甘油升高者
*-=

例$

*)+.*T

&#二者都升高者
),<

例

$

).+<6T

&#高脂血症发生率上升为
6U+6,T

#二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由表
)

还可以看出#随着血糖升高#血糖

大于
=+.NN?G

"

'

的
-)U

例患者中总胆固醇升高者
)=-

例

$

*U+6UT

&#三酰甘油升高者
)/,

例$

*6+=-T

&#二者均升高者

U,

例$

),+6,T

&#高脂血症发生率为
/,+*6T

%血糖大于
))+)

NN?G

"

'

的
))6

例患者中总胆固醇升高者
/)

例$

66+=6T

&#三酰

甘油升高者
,,

例$

*U+</T

&#二者均升高者
*,

例$

*.+)UT

&#高

脂血症发生率为
=,+-UT

#可见高血糖与高脂血症具有相关性#

且随着血糖的升高#高脂血症的发生率也升高#两者呈正相关)

表
)

!

血糖与血脂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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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饮食结

构的改变*饮酒量的增加*运动量的减少#以及心血管病危险因

素的增加#导致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及高血压等患病率逐年增

高)目前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位于世界前列#成为影响人们身

体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从
*..*

年的
6+/T

到
*..<

年的

<+=T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在近
).

年间增长
*

倍多#

*.).

年
,

月底#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课题组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
*.

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
<6..

余万糖尿病患者)血

糖升高特别是已经明确诊断为糖尿病的#常常伴有血脂的代谢

紊乱#而脂代谢异常是影响糖尿病患者身体健康的慢性并发症

之一#是促发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和机体微血管病变的重要原

因#一些临床试验已经证明降脂治疗可以减少糖尿病患者心血

管事件的发生和总的死亡率,

,

-

)因此临床在进行血糖检测同

时应进行血脂的检测#以同时了解机体糖*脂代谢情况#对于高

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血脂的控制#

从而降低糖尿病微血管发生并发症#大血管并发症发生率及死

亡率)美国糖尿病组织推荐#对成年糖尿病患者应每年进行一

次空腹血浆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的测定#对儿童患者则每两年

检查一次,

6

-

)因此#临床医生应重视血糖与血脂的联合检测#

治疗过程中也应加强对两者的同时控制#以达到更好的治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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