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孕酮联合检测在异位

妊娠中的诊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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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孕酮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T79

$联合检测对异位妊娠"

Q*

$早期诊断的临床意

义&方法
!

采用电化学发光的方法分别检测
5.

例宫内妊娠早孕妇女和
-5

例确诊的
Q*

患者血清
#

!T79

和孕酮水

平&联合孕酮%

#

!T79

的检出率比单独检出率高&结果
!

Q*

患者血清孕酮%

#

!T79

值明显低于宫内妊娠患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单独检测孕酮的检出率为
&&%#d

!

#

!T79

的检出率为
""%,d

!二者联合的检出率为

.#%'d

&结论
!

血清孕酮与
#

!T79

联合检测可以大大提高
Q*

检出率&

"关键词#

!

血清孕酮#

!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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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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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异位妊娠$

Q*

&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成为孕妇早

期妊娠死亡的重要原因#占妊娠相关死亡的
.d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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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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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被认为是具有高度危险的早期妊娠并发症*近年来#由于未

婚流产-剖宫产-性病发生率增加及宫内节育器的广泛使用等

因素#

Q*

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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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孕酮和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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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对早期
Q*

的诊断意义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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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在本院住院的
Q*

患者
5.

例均经临床诊断-

R

型超声-血
#

!T79

及病理确诊#同时门诊

正常宫内妊娠早孕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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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对照组*

$%/

!

研究方法
!

抽取静脉血
,3)

#离心*应用电化学发光技

术检测
#

!T79

-孕酮*仪器为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Q#-'

及其配套
#

!T79

-孕酮试剂盒#均由德国罗氏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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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O*OO##%'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处

理#数据用
T0H

表示#采用
>

检验分析两组间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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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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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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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宫内妊娠与
Q*

患者血清
#

!T79

和孕酮的检测结

果#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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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宫内妊娠与
Q*

组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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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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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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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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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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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孕酮联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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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诊为
Q*

病例经确诊后的诊断

准确率明显高于单独检测孕酮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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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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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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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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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者联合检测对
Q*

诊断准确率

项目 初诊例数 确诊例数 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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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
5. /. &&%#

#

!T79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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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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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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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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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Q*

一旦延误治疗至破裂#可引起腹腔内大出血而危及生

命#因此早期诊断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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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孕
&

周内
R

超难以见到胚

芽影像#因此#早期诊断主要依靠
#

!T79

*

T79

是由合体滋

养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由
%

-

#

$

$

个亚基组成#其中
#

!T79

的主要作用是使卵巢黄体转变为妊娠黄体#从而分泌孕酮#避

免着床受精卵遭受排斥#其数值与滋养细胞的对数式生长数量

有关#半衰期为
,"B

*正常宫内妊娠倍增时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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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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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达高峰*

Q*

患者因滋养细胞发育不良#滋

养细胞合成的
#

!T79

显著减少#故血清
#

!T79

含量明显低于

正常妊娠者*本文研究显示#

Q*

组血清
#

!B79

水平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与先前报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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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孕酮在正常宫内妊娠中由妊娠黄体分泌#在
Q*

中则由滋

养层组织分泌#因异位的滋养细胞发育不全和活力急剧下降#

故孕酮较正常妊娠显著低下*肖洪洋和孙巧英+

-

,报道#

Q*

患

者血清孕酮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宫内妊娠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所以#将血清孕酮测定作为
Q*

的早期诊断试验仍具有特

异性强-敏感性高-快速简便的优点+

5

,

*

本文分析了
5.

例
Q*

患者和
-5

例正常怀孕者血清中孕

酮和
#

!T79

水平#发现联合检测孕酮和
#

!T79

对
Q*

诊断的

准确率比较高#而单独检测
#

!T79

-孕酮对
Q*

诊断的准确率

均偏低#明显低于联合检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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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示联合检测可以及早诊治
Q*

*

综上所述#孕酮和
#

!B79

的联合检测可以大大提高
Q*

的

早期诊断率#为患者可以接受保守治疗争取了时间#对预后监

测也具有积极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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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6N+

定量检测临界室内质控品的制备

与初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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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制备乙型肝炎病毒"

TRW

$

!6N+

定量检测的临界室内质控品并评价其在日常工作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

留取健康体检者血清作为基质!稀释阳性标准品!与临床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一起检

测!根据结果计算出
T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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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值并在
)!\

室内质控图上作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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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质控判断方法&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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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值$!

"W^&%$-d

&结论
!

自制
TRW6N+

临界质控品结果稳定!具有一定实用

价值&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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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

#

!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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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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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人群一直呈乙型肝炎病毒$

TRW

&高感染

率#约有
#%,

亿人感染+

#

,

#因此乙型肝炎的诊断和治疗显得格

外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基因检测技术的成熟#

TRW

6N+

的检测在乙型肝炎的诊断-治疗和疗效观察方面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7]

&技

术*但是为了保证检测的质量#必须要有严格室内质量控制措

施*因
*7]

检测结果为指数增长#目前尚无统一的室内质控

品*本实验室根据自身条件#自行制备了
TRW6N+

室内质

控血清#并进行了初步应用和评价#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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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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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

!

血清
!

健康体检者血清#要求无黄疸-无溶血-无脂血#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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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抗原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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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扩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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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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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7]

仪#由中山医科大

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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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荧光定量
*7]

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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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合成阳

性标准品均由深圳匹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标准品溯源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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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参考品#$

$''#

&国生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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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高值

和低值质控品均来源于同一批号的试剂盒中*

$%/

!

方法

$%/%$

!

室内质控的设立
!

试剂空白-阴性-高值-低值-临界阳

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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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来评价是否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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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血清的配制
!

将体检者血清混合#在
&" h ,'

3<4

灭活后#取
$' 3)

#加入深圳匹基公司的阳性标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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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理论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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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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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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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心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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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待用*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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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测定其暂定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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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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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每次测定临床标本时均同时加入试剂

空白-阴性-高值-低值-临界值的室内质控*按照测定值换算

成对数在
)!\

图上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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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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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评价
!

每次实验试剂空白和阴性均没有扩增#高

值-低值质控均在控*阳性标准品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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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结果#呈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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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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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品均一性评价
!

每次检测
&

份#分
/

次完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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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自制临界质控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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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品均一性较好*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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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W6N+

标准品扩增曲线和标准曲线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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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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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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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质控图
!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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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图与临床标

本一起测定时
T^,%&&Y#'

/

K;

1J

"

3)

#

H^'%$/

$对数值&#

"W &̂%$-d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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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绘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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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图#依据其原则定

T0$H

为警告限#

T0,H

为失控限#并用粉红色表示警告限#橘

红色表示失控限*将每批所做质控结果取对数值后输入该表

中#将自动显示本次质控结果在质控图中的位置#判断每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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