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诊断指标*特别是当
YW

阴性时#可提高对
Y>

的诊断准确

率*而
>5>

及抗
?)5>

对类风湿关节炎的敏感性与特异性都

不是太高#可不作为
Y>

的筛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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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降钙素原与内毒素检测在
'+=

病房感染监测应用中的评价

冯媛媛!张耀东%

"解放军第四一医院!山东青岛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降钙素原"

[+(

$与内毒素"

)(

$检测在感染监控中的价值及意义&方法
!

选取
$#%%

年
%

(

!

月该院
'+=

病房
"%

例有感染症状患者!采集血液标本同时进行
[+(

与
)(

的检测!将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
!

在
"%

例患者中!有
$8

例
[+(

与
)(

检测结果均升高!

$$

例
[+(

检测结果升高而
)(

检测结果正常!

%

例
[+(

与
)(

检测结果均正常'其中
[+(

检测升高率为
786#;

!

)(

检测升高率为
"967;

&两种检查在感染监测

中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6#9

!

!

"

#6#"

$&结论
!

在临床的感染监测中!降钙素原比内毒素检

测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

降钙素原'

!

内毒素'

!

感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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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9""

"

$#%$

$

#!?#:#<?#$

!!

感染是
'+=

病房的常见症状#也是导致患者死亡的常见

原因之一#因此对于感染的监测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通过对本

院
'+=

病房并发感染症状患者的血液标本进行降钙素原

$

[+(

%与内毒素$

)(

%检测#并对二者在感染监测应用中的作

用进行评价#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

!

月本院
'+=

病房
"%

例有感

染症状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集血液标本的同时进行
[+(

与
)(

的检测*

$6/

!

实验仪器
!

Y,0GD)HD0E

O

E$#%#

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

T,HIE1JD/- US?8#

微生物快速动态检测系统*

$6'

!

实验试剂
!

Y,0GD[+(

进口原装试剂盒)

T,HIE1JD/-

US?8#

微生物快速动态检测系统革兰阴性菌脂多糖检测试

剂盒*

$61

!

方法
!

按照
[+(

与
)(

检测的标本采集要求#同时采集

血液标本进行
[+(

与
)(

的检测#并记录检测结果*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Z/KUDI+HAB

!

U/J0G$#%$

!

&,H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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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

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采用
P[PP%:6#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
!

$ 检验#评价各组之间的差异#以
!

"

#6#"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6$

!

经检测
"%

例研究对象的
[+(

与
)(

发现#有
$8

例
[+(

与
)(

检测结果均升高#

$$

例
[+(

检测结果升高而
)(

检测

结果正常#

%

例
[+(

与
)(

检测结果均正常(其中
[+(

检测升

高率为
786#;

#

)(

检测升高率为
"967;

*两种检查方法在感

染监测中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9

#

!

"

#6#"

%*

/6/

!

降钙素原与内毒素的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降钙素原与内毒素的检测结果

降钙素原
内毒素

升高 降低
合计

升高
$8 $$ "#

降低
# % %

合计
$8 $< "%

!!

注!

!

$

\$#6#9

#

!

"

#6#"

*

'

!

讨
!!

论

[+(

是一种多肽#主要由甲状腺细胞分泌#长度为
%%!

个氨

基酸#相对分子质量为
%<c%#

<

*

[+(

水平的高低是反映细菌

感染严重程度的指标#健康人血清中
[+(

含量极低#但在细菌

等病原体感染时则升高#而在全身性细菌感染时显著升高#特别

是脓毒血症或感染性休克时#其升高与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可以

用于脓毒血症病程监测 +

%?9

,

*内毒素$

)(

%为革兰阴性菌细胞壁

中的脂多糖组分#当细菌死亡裂解后才能释放出来+

"

,

#因此内毒

素的检测对于革兰阴性菌感染的监测具有重要作用*

在本次研究的有感染症状的
"%

例患者中#有
786#;

患者

的
[+(

检测升高#

)(

检测升高的患者占
"967;

*有研究表

明#细菌内毒素是诱导
[+(

产生的刺激因子#只要有细菌内毒

素的释放#血液中
[+(

的浓度就会升高+

!

,

*因而在
)(

检测

升高的
$8

例患者中#

[+(

检测均升高*但内毒素仅局限于革

兰阴性菌的检测#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的
$$

例有感染症状的患

者中
)(

检测正常而
[+(

检测却升高#从结果中我们不难发

现#

)(

检测对于革兰阳性菌等病原体引起的感染不能得到有

效地检测#在对患者感染的监测中容易导致误诊或漏诊产生*

有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病毒感染时
[+(

不升高或仅轻微升

高+

:

,

#因此研究对象中的
%

例患者
[+(

与
)(

的检测均正常#

可能与导致感染的病原体为非细菌性病原体所致*

综上所述#降钙素原比内毒素检测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

值#在临床的感染监测#尤其是
'+=

病房的感染检测中能够得

到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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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九龙坡实施结核病控制项目效果分析

詹跃强"重庆市结核病防治所
!

9###"#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评价九龙坡区
$##<

(

$##7

年结核病控制项目实施
:

年的效果!为该区结核病防治工作提

供参考&方法
!

根据
$##<

(

$##7

年九龙坡区结核病控制项目年报表!对该区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就诊率%肺结核患

者登记率和治愈率等主要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全区
$##<

(

$##7

年接诊肺结核可疑症状者
%<98!

例!发现

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
%99!

例!平均治愈率
87697;

'复治涂阳肺结核患者
%"<

例!平均治愈率
::68<;

&结论
!

九

龙坡区该项目实施
:

年运行良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关键词#

!

肺结核'

!

九龙坡'

!

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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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位于重庆西部#总面积
9<:

平方公里#辖
"

个街

道#

%%

个乡镇#

!9

个居委会#

%#:

个行政区#常住人口
%##68$

万$其中户籍人口
8#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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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九龙坡实施了

世界银行贷款"英国赠款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卫
3

项目%#全

面落实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

a4(P

%#建立了政府为领导)各

部门协作和全社会参与的结核病防治体系#收到明显成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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