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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肠道病毒
+*

型抗体"

VT+*M

1

W

#检测对手足口病"

-ZWO

#患儿的诊断价值以及血清心肌

酶谱在手足口病患儿中的变化$方法
!

收集
/)*)

年
4

!

2

月
-ZWO

住院患儿的血清$用酶免疫测定法"

VM<

#检

测标本中的
VT+*$M

1

W

%柯萨奇病毒抗体"

H%NM

1

W

#%埃可病毒抗体 "

VH-,M

1

W

#'同时常规检测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

<P=

#%乳酸脱氢酶"

9O-

#%肌酸激酶"

H̀

#及肌酸激酶同工酶"

H̀ $WK

#$结果
!

-ZWO

患儿血清
VT+*M

1

W

阳性率为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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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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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NM

1

W

阳性率为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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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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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M

1

W

阳性率为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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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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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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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H̀ $WK

异常比率分别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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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

年本地区
-ZWO

患儿以
VT+*

感染为主!监测手足口病患儿心肌酶谱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手足口病'

!

肠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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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心肌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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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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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O

%是由一组肠

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以发热和手*足*口腔*臀部等部位

出现皮疹为主要临床特征)本病全年均可发生#各地发病高峰

因气候差异而不同#常见于
'

岁以下的儿童)本病通过粪口途

径*呼吸道和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易导致流行或暴发,

*

-

)

引起
-ZWO

的病原体主要为小
UX<

病毒科肠道病毒属的柯

萨奇
<

组的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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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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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柯萨奇
K

组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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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部分埃可病毒和肠道病毒
+*

型$

VT+*

%)最常见的为柯萨

奇
<

组的
*4

型$

H%N*4

%和
V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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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了解大连地

区
/)*)

年
-ZWO

病毒感染情况#评价
M

1

W

抗体检测在
VT+*

感染早期诊断中的作用#通过心肌酶谱的监测#了解手足口病

患儿心肌损伤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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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采集
/)*)

年
4

!

2

月#在大连市儿童医院临

床确诊为
-ZWO

的住院患儿血清标本#具体为选择发病
+E

内的病例#患者年龄
*

个月至
**

岁)病毒抗体对照组选择同

期住院患者#排除
-ZWO

)心肌酶对照组选择门诊体检的健

康儿童)

$5/

!

血清
VT+*M

1

W

抗体的检测
!

收集的
*'+

份临床诊断为

-ZWO

并经核酸检测其病原为
VT+*

的急性期病例血清#酶

免疫测定法检测)试剂盒由北京贝尔生物有限公司提供#按照

试剂说明书检测
VT+*M

1

W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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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
H%NM

1

W

*

VH-,M

1

W

抗体检测
!

使用上海贝西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按照试剂说明书检测抗体)

$51

!

血清心肌酶谱检测
!

仪器为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试剂由日本世诺临床诊断制品株式会社提供)心肌酶谱包

括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P=

%*乳酸脱氢酶$

9O-

%*肌酸激

酶$

H̀

%及肌酸激酶同工酶$

H̀ $WK

%)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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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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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参考值最高值为异常)

$52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以
IhG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
(

/ 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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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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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抗体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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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临床诊断为
-ZWO

并经核

酸检测其病原为
VT+*

的急性期病例$发病
*

周内%血清#进行

VT+*M

1

W

抗体检测#其中
*/:

份阳性$

+;5:(3

%#

:(

份阴性

$

/*5443

%)其中
'*2

份临床诊断为
-ZWO

的急性期病例$发

病
*

周内%血清#

H%NM

1

W

和
VH-,M

1

W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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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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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患者血清
H%N

M

1

W

和
VH-,M

1

W

抗体阳性率均为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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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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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患儿组与对照组病毒抗体阳性率比较

检测指标
患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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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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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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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患儿心肌酶谱结果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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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患儿组与正常对照组心肌酶结果比较

指标
,

患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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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O

病可由多种肠道病毒所引起#其中包括
H%N<'

*

<*)

*

<*4

*

<*2

*

VT+*

以及部分埃可病毒和柯萨奇
K

组病毒#

以
H%N<*4

和
VT+*

最为常见#重症病例多由
VT+*

感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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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

)

本研究选择
/)*)

年在本院住院治疗的
-ZWO

病例#采集

相应标本对其进行病毒抗体测定#收集
+E

内的抗体阳转率为

+;5:(3

#与其他病毒感染后
M

1

W

抗体的产生规律相仿#因此#

VT+*

感染后检测
M

1

W

抗体可用于早期实验室诊断)

研究结果显示#阳性标本多集中在
'

岁以下儿童#本研究

未进行非
-ZWO

患儿
VT+*

抗体调查#有报道非
-ZWO

对照

无
*

例阳性,

(

-

#也有报道
4

岁以下儿童存在一定的自然感染#

可检测出
VT+*

中和抗体,

'

-

)本研究研究显示#

-ZWO

患儿

H%NM

1

W

阳性率为
'5:23

(

VH-,M

1

W

阳性率为
'5/)3

#均高

于对照组#提示
/)*)

年大连地区
-ZWO

感染主要以
VT+*

为

主#其他病毒感染只占少数#且以
'

岁以下儿童感染为主)

有报道显示#重症
-ZWO

心肌酶谱 升 高,

4

-

#为 了 解

-ZWO

患儿心肌酶的变化#采集患儿组和对照组的血清进行

心肌酶测定#结果显示#

<P=

*

9O-

*

H̀

*

H̀ $WK

酶活性均高于

对照组#除
H̀

外#其他酶活性比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其中#

H̀ $WK

异常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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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ZWO

患儿

存在心肌损伤)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

)

近年来#对
VT+*

的研究日益重视#因为
VT+*

不止引起

-ZWO

#还可引起无菌脑膜炎*脑炎*脊髓灰质炎样的麻痹性疾

病等多种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对
-ZWO

患儿
VT+*

感染进行

早期诊断#对治疗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ZWO

往往伴随心

肌的损伤#心肌酶检测对心肌损伤程度的判断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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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功能和血小板检测在肾病综合征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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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肾病综合征"

XP

#患者检测凝血功能和血小板参数指标!以探讨这些高凝指标在
XP

患

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将健康者"对照组#和肾病科明确诊断的
XP

患者组"

XP

组#血液进行凝血功能和血

液细胞学的检测!并将凝血指标及血小板参数指标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对照组和
XP

组的凝血酶原时间

"

.=

#%凝血酶时间"

==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

#%血小板计数"

.9=

#%

平均血小板体积"

W.T

#%血小板比容"

.H=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纤维蛋白原"

ZBA

#%血小板分布

宽度"

.SO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通过凝血功能指标和血小板参数的检测与分析!对
XP

患者的高凝状态和血栓形成的诊断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

凝血功能'

!

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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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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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综合征$

XP

%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肾小球基底膜通

透性增加导致大量蛋白从尿中丢失的一组临床症候群)本病

临床特点是大量蛋白尿*高度水肿*高脂血症*低蛋白血症)

XP

患者由于血黏度明显增加#再加上激素和长期利尿剂的使

用导致高凝状态#这是形成血栓的重要原因,

*

-

)本研究对健康

者和
XP

患者进行凝血功能和血液细胞学检测#将凝血酶原时

间$

.=

%*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ZBA

%*凝

血酶时间 $

==

%和血小 板 计 数 $

.9=

%*平 均 血 小 板 体 积

$

W.T

%*血小板比容$

.H=

%*血小板分布宽度$

.OS

%的测定结

果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以探讨
XP

患者凝血功能和血小板参

数的变化在临床诊断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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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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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对照组共有
;'

例#其中男
(2

例#女
:4

例#年

龄为
//

!

4:

岁#且均无肾脏疾病的健康体检者(

XP

组共有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为
:/

!

4'

岁#检查前均未

服用过任何药物的患者)

$5/

!

标本
!

受检者严格按要求清晨空腹静脉采血#凝血四项

检测以枸橼酸钠抗凝#

/)))D

"

7B6

离心
'7B6

后上机测定#血

细胞分析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VO=<$̀

/

%抗凝#血液标本

均在
/0

内完成测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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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凝血四项测定采用美国产的库尔特

<H9*))

型全自动血凝仪及其配套试剂(血细胞分析采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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