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渐显现出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2#Q'

抗原是由
'*C

或
''@

个氨基酸组成的肽段#是
5RW36X-Q

区的
/2#Q'

基因编码产

物)它位于
5RW

颗粒表面#具有高度的免疫原性#由于
/2#Q'

抗原只存在于完整的
5RW

颗粒上#所以具有很高的特异

性+

B

,

)

/2#Q'

抗原的持续存在表明有病毒复制和病毒颗粒存

在+

,

,

)

本组
'B@

例
5R#-

=

阳性血清患者中
5RW3/2#Q'

抗原阳

性率$

C@8(V

%与
5RW36X-

的阳性率$

@:8BV

%#两组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B

%#表明
5RW3/2#Q'

抗原与
5RW3

6X-

的检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乙型

肝炎患者体内病毒的复制#与
5RW36X-

有相似的临床意义#

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

,

)另外#本实验显示#在只有
5R%-

=

$

d

%的病毒携带者中#仍有一小部分人存在病毒复制的情况#

通过
/2#Q'

抗原可检测出(在
5R%-

=

$

Y

%标本中前
Q'

抗原均

为阴性#表明前
Q'

抗原只能在
5R%-

=

阳性标本中检出)结

果表明前
Q'

抗原阳性的乙型肝炎患者传播
5RW

比
5RW3

/2#Q'

抗原阴性和无症状
5R%-

=

携带者的危险性更大#因而

/2#Q'

抗原能反映
5RW

的复制和传染性)

以往认为
5R#-

=

转化为抗
35R#

预示病毒复制终止#疾

病开始缓解)而
cFO&

等+

:

,发现部分
5R#-

=

阴性血清仍可检

出
/2#Q'

抗原#原因是
5RW

为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而发生前

!

区变异#变异导致
5R#-

=

的不表达#但不影响病毒的复制#

造成
5RW

的持续感染)临床实践也证明#在
5R#-

=

转阴后#

部分患者病毒仍在体内持续复制#病情继续恶化)本组
(',

例

5R#-

=

阴性患者中
5RW36X-

与
5RW3/2#Q'

抗原的阳性率

分别为
A)8:V

和
(:8:V

#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B

%)说明
5RW3/2#Q'

抗原虽是病毒外壳蛋白成分#但同样可

以作为判断病毒在宿主体内活动的指标之一)因此#检测

5RW3/2#Q'

抗原可以作为判断
5RW

感染的血清指标#

5RW3

/2#Q'

的检测可以反映
5RW

复制程度#在传染方面比
5R#-

=

检测更有意义#在诊断乙型肝炎患者预后以及病毒在体内是否

复制都有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可认为
5RW3/2#Q'

抗原检测能作为乙型肝炎

病毒活动复制的血清学指标#可以替代或补充
5R#-

=

和

5RW36X-

的检测#临床上可以将
/2#Q'

抗原检测列为常规检

查项目#以利于乙型肝炎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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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阿克苏地区血流变参考范围的建立及在不同疾病中的影响

孙
!

静"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农一师医院检验科!新疆阿克苏
!

CA(***

#

!!

"摘要#

!

目的
!

建立阿克苏地区健康人群血液流变学的参考范围!探讨血流变在不同疾病中的影响$方法
!

采用全自动血流变仪及全自动血沉仪!对阿克苏地区健康人群血标本
')BC

例和不同疾病患者血标本
))B

例进行

血流变检测$结果
!

阿克苏地区健康人群!全血黏度"低切&高切#&血浆黏度&血细胞比容的参考范围!略高于厂家

提供的血流变参考范围$男性与女性&汉族男性与少数民族男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不同疾病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结论
!

建立本地区健康人群血流变学的参考范围!对于本地区相关

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关键词#

!

血流变%

!

参考范围%

!

不同疾病%

!

血液黏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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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ABB

"

)*')

#

*A3*AA,3*)

!!

血液流变学是研究血液及其有形成分的流动性*变形性的

变化规律及其在医学中应用的科学+

'

,

)它在临床上有着广泛

应用#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中风预告以及高血压*糖尿

病*高脂血症*肺心病*血液系统等疾病)但其检测过程涉及多

种因素#不仅受血液内在因素影响#还受性别*年龄*地理环境*

生理状态的影响#为此#本文初步了解阿克苏地区血流变学指

标在健康人群的参考范围和在不同疾病中的影响#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一般材料
!

$

'

%健康组标本来源!采集
)**,

!

)*'*

年在

阿克苏地区居住
B

年以上#年龄
(*

!

,*

岁在本院进行健康查

体人群#排除心*肺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肾脏疾患#临床生

化*胸部
g

线*腹部
R

超检查#肺*肾*肝功能均未发现异常的

血标本
')BC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其中汉族
:,*

例#少

数民族
A@C

例)$

)

%疾病组标本来源!

)**,

!

)*'*

年在本院住

-

,A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

)*')

!

W<;8@

!

X<8A



院已确诊患者血标本
))B

例#其中高血压
@)

例*糖尿病
C(

例*

高脂血症
B*

例)

$8/

!

仪器与试剂
!

北京普利生
7Rc3X,!

全自动血液黏度

仪#

g!3A*

全自动动态血沉仪)使用厂家配套的质控和标定

液#测试
(**

个标本对仪器进行标定#以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

度和重复性#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8'

!

方法
!

标本采集清晨空腹肝素钠抗凝血
BJ7

进行测

试#标本在
)0

内完成#最迟不超过
A0

)

$81

!

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均以
CP@

表示#组间差异性比较

采用
7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

"

*8*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建立阿克苏地区健康人群参考范围#在
')BC

例标本中#

对男性与女性*汉族男性与少数民族男性血流变主要参数项目

进行了比较#见表
'

)

表
'

!

阿克苏地区
')BC

例健康人群血流变平均

!!!

水平的比较%

CP@

&

项目
全血黏度

$低切%

全血黏度

$高切%

血浆黏度 血细胞比容

男性
@8:AP*8@' (8@AP'8:' '8A:P*8,(AC8,PA8*C

女性
C8@,P'8(' (8)(P'8B, '8(BP*8B)A)8BP(8C:

汉族$男%

@8)(P'8') (8@,P'8,A '8A)P*8BCAC8@P(8@:

少数民族$男%

'*8@'P'8AB A8B)P'8'( '8,CP*8,(B)8'P(8C,

!!

注!各指标男性与女性比较#

!

"

*8*'

(汉族男性与少数民族男性

比较#

!

"

*8*'

)

!!

由表
'

可以看出#健康组男性主要参数高于女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健康组汉族男性主要参数低于少数民族男性#差

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8/

!

对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不同疾病血流变主要参数项

目与健康组进行比较#详见表
)

)

表
)

!

疾病组
))B

例血流变主要参数与

!!

健康组的比较%

CP@

&

组别
全血黏度

$低切%

全血黏度

$高切%

血浆黏度
红细胞聚集

指数

红细胞

变形指数

健康组
@8)(P*8C@ (8:@P'8)A '8(@P*8), )8*'P*8B) *8@AP*8):

高血压
'*8C@P'8CA A8',P'8:C '8C)P*8C: )8C:P'8C, *8,AP*8CB

糖尿病
'*8A(P'8,) A8)'P'8C@ '8C,P*8@) )8@(P'8:) *8B@P*8C@

高脂血症
'*8@'P'8@) A8(*P'8C( '8@CP*8@, (8*AP'8,B *8,:P*8:(

!!

注!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各组与健康组比较#

!

"

*8*'

(各疾

病组之间比较#

!

#

*8*B

)

!!

由表
)

可以看出#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组全血黏度

$高切*低切%*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均明显高于健康组#

红细胞变形指数明显低于健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疾病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讨
!!

论

随着血液流变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各项指标的普及和应用

对于临床所起的参考价值引起广泛关注)规范化*标准化进行

血液流变学的测定是保证实验结果正确性的重要基础)正常

参考值是发现异常的基础#也是了解异常程度的对照)建立本

地区健康人群血液流变学参考范围可为相关疾病患者的诊断*

预后判断提供一个更准确标准)生产厂家也提供了血液流变

学参考范围#但由于地区间差异*生物个体差异及仪器差异等

原因#实验室应建立自己的参考范围#按性别*年龄等合理分

组)本地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平均海拔高于内地
'***

多米#

对不同族别*性别*年龄*地理环境血液流变学各项参数的变化

进行比较)发现男性的血液流学变普遍高于女性#居住在同一

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男性高于汉族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

可能与居住海拔高和不同生活饮食习惯有关#有待进一步

探讨)

本实验中#男*女性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的全血

黏度$高切*低切%*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均高于同性别参

考范围#红细胞变形指数低于参考范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说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都存在红细胞变

形性降低#聚集性增高#血中纤维蛋白原含量升高)全血黏度

高切主要受红细胞变形性的影响#全血黏度低切主要受红细胞

聚集性的影响#血浆黏度主要受血浆中蛋白质含量与比例的影

响)高血压患者#因为红细胞内
-1/

减少#且
XE

离子浓度明

显升高#细胞内黏度增加#导致红细胞膜稳定性降低#变形性降

低#聚集性明显增高)纤维蛋白原在血浆中能形成网状结构#

从而影响血液流动)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可使血液黏度增高*流

速变低#血液流动性差#外周阻力相应增高#使组织器官缺血缺

氧#血压进一步升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原发性高血

压发病机制之一+

)

,

)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状态可使葡萄糖渗

透到红细胞内#改变红细胞内的液态流动性#导致内黏度升高#

还可引起胞内山梨醇蓄积#使红细胞变形性降低#聚集性增加#

血中纤维蛋白原含量增加#从而使血液呈高黏状态)在糖尿病

患者中#微血管病变是其常见的*严重的并发症#随着糖尿病病

程延长#血液流变学指标异常和微血管病变程度逐渐加重+

(

,

)

高脂血症患者的血脂成分异常#而红细胞膜脂质很大程度上受

血浆脂质成分影响#当血浆中游离胆固醇增高时#可以通过低

密度脂蛋白分子形成而进入红细胞膜#使膜的流动性降低#从

而降低红细胞的变形性#使血液黏度升高#流动缓慢#红细胞易

于聚集(同时高脂血症患者也存在血中纤维蛋白原含量增加#

使血浆黏度升高+

A

,

)

总之#血液流变学在许多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

和心脑血管疾病等#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就可以观察到血液

流变特性的改变#因此及时了解血液流变特性的变化#采取一

些有效措施#改善血液流变特性#是预防和治疗疾病#防止疾病

恶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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