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医院$下称本院%就诊患者
2$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平均$

!*-1d"$-!

%岁+非同日
.

次空腹血清尿酸水平男性和

绝经期女性大于
2.$??5C

"

R

#绝经前女性大于
)1$

-

?5C

"

R

+

健康对照组
)$

例#男
"1

例#女
"2

例#平均$

!!-!d""-.

%岁#为

同期健康体检者+

$-/

!

试剂与仪器
!

主要试剂为血清尿酸$

Z3

%,尿素氮

$

JZU$

和肌酐$

,:

%检测试剂盒$中生公司提供%(主要仪器

%]+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公司%+

$-'

!

方法
!

酶法检测
,:

,

JZU

和
Z3

+

$-1

!

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数据以
Ed/

表示+两组样本均

数比较采用
?

检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

!

结
!!

果

/-$

!

组间临床生化指标比较
!

慢性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
,:

,

JZU

和
Z3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慢性肾病

组的
,:

,

JZU

和
Z3

值分别高于健康对照组#见表
"

+

表
"

!

组间临床生化指标比较%

Ed/

&

组别
1 ,:

$

-

?5C

"

R

%

JZU

$

??5C

"%

Z3

$

-

?5C

"

R

%

慢性肾病组
2$ "##-"#d*-$/ "!-)2d)-!1 !#*-).d2$-).

健康对照组
)$ !*-".d!-". .-$*d$-!) "."-$*d"$-".

? h )$-2!

"

"#-!1

"

.!2-""

"

!!

注!

"

;

&

$-$"

(

h

表示无数据+

/-/

!

组间血尿酸异常比较$表
.

%

!

慢性肾病组患者的血尿酸

异常阳性率最高#与健康对照组血尿酸异常阳性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组间血尿酸异常阳性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血尿酸异常阳性数 血尿酸异常阳性率$

0

%

慢性肾病组
2$ "# 2!-$

健康对照组
)$ " )-)

%

.

h h "!-$!

"

!!

注!

"

;

&

$-$"

(

h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以往控制嘌呤代谢可降低血尿酸水平#对防治冠心病动脉

粥样硬化发生意义重大)

.4)

*

+但慢性肾病中如何检测血尿酸来

警示病情的发展报道甚少+尿酸是嘌呤代谢主要的产物#血中

的游离尿酸主要被肾小球滤过#几乎被近曲肾小管重吸收)

2

*

+

本研究发现慢性肾病患者血尿酸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与肾

功能异常密切相关#可见高尿酸血症直接导致肾功能损害的发

生#应得到临床医生及检验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高尿酸血症不

仅导致痛风#也是肾脏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41

*

+

本研究还发现慢性肾病患者血尿酸阳性率远高于对照组#

即高尿酸血症患者同时肾功能异常几率偏高#所以尽早控制血

尿酸水平可减缓肾功能减退#肾小球滤过率增加或肾小管分泌

受损的进程+总之#慢性肾病患者应尽早监测血尿酸水平#可

控制肾脏病变的进一步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

*

(9B

G

Y]

#

I5C9<;O

H

J

#

T5@7;57XT-WEE9F<5E=CC5

A

6:B75C57

KC558

A

:9;;6:95E=85C9;F97<;>B<@79>C

H

8B=

G

75;989;;974

<B=C@

HA

9:<97;B57

!

3:=785?BL98<:B=C

)

T

*

-T3S3

#

.$$#

#

)$$

$

#

%!

*.24*).-

)

.

*

(9B

G

Y]

#

g=7

G

Y%

#

T5@7;57XT-Z:BF=FB8=78F=8B5D=;F64

C=::B;O

)

T

*

-UW@

G

CTS98

#

.$$#

#

)!*

$

")

%!

"#""4"#."-

)

)

*

UB;O=797Rg

#

R==O;5797YU

#

U

HH

;;5797g

#

9<=C-Z:BF

=FB8C9D9C=;=:B;OE=F<5:E5:F=:8B5D=;F6C=:=78=CCF=6;9

F5:<=CB<

H

B7?B88C94=

G

98?97

!

=

A

:5;

A

9F<BD9F5@5:<;<68

H

)

T

*

-3:F@O7<9:7S98

#

.$$2

#

"12

$

2

%!

"!214"!!"-

)

2

* 张希燃#王庆文
-

尿酸在慢性肾病发展中的作用)

T

*

-

医学

研究生学报#

.$""

#

.2

$

"

%!

"$!4"$1-

)

!

* 姑丽鲜#蔡军#田刚#等
-

高尿酸血症与
.

型糖尿病肾病的

关系)

T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4.$*$-

)

1

* 钱芸娟#郝文科
-

高尿酸血症对肾损害的防治)

T

"

,Y

*

-

中

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

#

.

$

2

%!

)*/42$"-

$收稿日期!

.$""4".4."

%

妊娠期妇女四项生化指标变化的探讨

张晓宇"首都医科大学石景山教学医院%北京市石景山医院检验科
!

"$$$2)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期妇女尿素氮"

JZU

#&肌酐"

,:

#&尿酸"

Z3

#&葡萄糖"

eRZ

#四项生化指标的生理变

化$方法
!

采用
PRkS&ZI43Z./$$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

例妊娠期妇女"测定组#及
.$!

例同年龄段健康体

检的妇女"对照组#进行
JZU

&

,:

&

Z3

&

eRZ

四项生化指标的分析$结果
!

测定组
JZU

&

,:

&

Z3

&

eRZ

四项指标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妊娠期妇女肾脏功能和糖的代谢发生了改变!

JZU

&

,:

&

Z3

&

eRZ

不适用于健康人的参考值范围!各个实验室应建立妊娠期
JZU

&

,:

&

Z3

&

eRZ

的参考值范围!以利于临

床医师对妊娠期妇女各项指标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更准确的对妊娠期妇女并发症作出判断$

"关键词#

!

尿素氮'

!

肌酐'

!

尿酸'

!

糖'

!

妊娠期'

!

并发症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J

文章编号$

"1/.4*2!!

"

.$".

#

"24"//)4$.

!!

妊娠期间#由于胎儿在母体内生长和发育#会分泌和代谢

许多产物#从而影响母体的代谢和一些系统功能+随着胎儿代

谢产物的增加#妊娠妇女肾功能和糖的指标会发生改变+只有

确认这些生理改变才能对妊娠期妇女作出正确的诊断#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为此#测定本院
.$!

例健康妊娠期妇女的尿素氮

$

JZU

%,肌酐$

,:

%,尿酸$

Z3

%,葡萄糖$

eRZ

%四项指标#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在本院妇女做孕期保健常规检

查的
.$!

例健康妊娠妇女#年龄在
.!

!

)!

岁#孕前排除肝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R=KS98,CB7

!

T6C

H

.$".

!

'5C-*

!

U5-"2



肾病,高血压,糖尿病$测定组%+本院体检中心体检健康者

.$!

例#女性#年龄在
.!

!

)!

岁$对照组%+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R

于普通生化采

血管中#

)!$$:

"

?B7

离心
"$?B7

分离血清#进行
JZU

,

,:

,

Z3

,

eRZ

测定+

$-/-/

!

准确性和重复性
!

实验室环境温度控制在
."

!

.!V

#

仪器调整至最佳状态+同时测定质控血清#每天质控在$

Ed

./

%范围内#质控值分布规律符合质量控制要求)

"

*

+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PRkS&ZI43Z./$$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JZU

,

Z3

,

eRZ

试剂由柏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

试剂由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JZU

采用脲酶

法测定#试剂批号
"""$)"

+

,:

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试剂

批号
""$*"1

+

Z3

采用尿酸酶
4

过氧化物酶偶联比色法测定#

试剂批号
"""$""

+

eRZ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
4

过氧化物酶偶联

比色法测定#试剂批号
"""$"!

+质控血清为
X3UYP[

公司提

供#批号为
ZU1"2

,

ZW2"2

+

$-1

!

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采用
SBF:5;5E<PEEBF9WNF9C.$$)

中的统计学软件#做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测定组与对照组的
JZU

,

,:

,

Z3

,

eRZ

四项指标的结果

见表
"

+测定组的四项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

%+

表
"

!

测定组与对照组血清
JZU

'

,:

'

Z3

'

eRZ

!!

测定结果比较%

Ed/

&

组别
1

JZU

$

??5C

"

R

%

,:

$

-

?5C

"

R

%

Z3

$

-

?5C

"

R

%

eRZ

$

??5C

"

R

%

测定组
.$! )-$$d$-/1 2!-1.d1-"* "#2-*)d2!-*) 2-12d$-2

对照组
.$! !-."d"-.! 12-1/d".-/! ./"-1)d1!-#* 2-#/d$-2/

'

!

讨
!!

论

健康妊娠期妇女有许多功能性和结构性变化#由于妊娠妇

女体内代谢产物增多#肾脏负担增重#肾功能变化最为明显+

代谢产物
JZU

#

,:

#

Z3

等排泄增多)

.

*

#血清中
JZU

#

,:

#

Z3

不同程度的降低+有文献报道#

JZU

,

,:

升高的程度反映妊娠

高血压综合征病情的严重程度)

)

*

+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妊

高征时血尿酸值上升明显#与其生成增加和排泄不足有关+对

于妊娠期妇女#血清尿酸水平增高是血管痉挛的结果)

2

*

#因而#

了解血清
Z3

变化有助于监测妊高征病情发展程度+妊娠作

为一种诱因#引起机体的应激反应#易导致血糖升高形成妊娠

期糖尿病+发生率为
"0

!

*0

)

!41

*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无明

显症状#但可引起母婴并发症增加#围产病死率升高+

本组资料显示#妊娠期妇女
JZU

#

,:

#

Z3

#

eRZ

测定结果

均明显低于同年龄段健康体检的妇女$

;

&

$-$"

%#因而#不应

以健康体检者测定指标的参考值范围去评价妊娠期妇女#应建

立妊娠期妇女
JZU

#

,:

#

Z3

#

eRZ

的参考值范围#以便于更准

确的判断妊高征和妊娠期糖尿病#减少孕妇并发症的发生#降

低胎儿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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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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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病历住院疾病谱调查

陈
!

玲"武警贵州总队医院内二科!贵阳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看守所犯罪嫌疑人住院疾病谱!为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医疗保障!制定科学的防病措施

提供依据$方法
!

对贵阳市
.$$/

!

.$"$

年收治的犯罪嫌疑人住院的
)..$

份病历进行分析$结果
!

)..$

份病案

按病种构成比排序!前
!

位病种分别是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药物瘾&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占全部病案的
/$-)"0

$结论
!

前
!

位病种占所调查病案的一半以上!重视和加强这些疾病防治策略和措

施的研究!有效降低其发病率!是做好犯罪嫌疑人卫生防病工作的关键$

"关键词#

!

犯罪嫌疑人'

!

住院疾病谱'

!

调查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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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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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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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看守所犯罪嫌疑人住院疾病谱#加强对这一特殊群

体的医疗保障#便于制定科学的防病措施#作者对贵阳市看守

所犯罪嫌疑人住院疾病谱进行了调查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资料来源于本院
.$$/

!

.$"$

年收治的贵阳

犯罪嫌疑人住院病历#共
)..$

份+

$-/

!

方法
!

疾病分类标准!参照现行国家导用标准0疾病诊断

和手术操作名称与代码标准应用指南1#即导用国际疾病分类

标准
],Y4*

#以每份病历的出院第一诊断为依据进行分类#计

算结构比+

/

!

结
!!

果

/-$

!

一般情况
!

)..$

份病案的年龄分布为
"2

!

/.

岁#平均

$

)!-)d"!-.

%岁(住院日
"

!

/#$8

#平均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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