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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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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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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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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远!丘艳英!余新跃"广东省蕉岭县人民医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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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肾病综合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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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2(''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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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资料与方法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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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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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2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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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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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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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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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公司生产的
9-+')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套试

剂(质控品也是采用各自的原装配套质控品)

$51

!

方法
!

标本检测按试剂盒和仪器要求#严格按照各项操

作规程操作#在仪器良好的工作状态下先作质控分析#再作标

本检测)

$52

!

统计学处理
!

将检测结果数据用
IhG

表示#采用
@

检验

并进行统计)

/

!

结
!!

果

将对照组和
XP

组检测的各项凝血指标和血小板参数结

果见表
*

)

表
*

!

对照组与
XP

组的各项凝血指标和

!

血小板参数结果&

IhG

'

测定指标 对照组$

,g;'

%

XP

组$

,g*:'

%

!

值

.=

$

?

%

*/5;h/52 */5)h:5'

&

)5)'

<.==

$

?

%

:)52h;5* /)5/h*(5:

%

)5)'

==

$

?

%

*'5:h:5' *45)h:5;

&

)5)'

ZBA

$

1

"

9

%

/5:

!

(5; :52

!

*)54

%

)5)*

.9=

$

d*)

2

"

9

%

*);

!

/24 *;2

!

(*'

%

)5)'

W.T

$

&8

%

+

!

*: *)

!

/(

%

)5)'

.OS

$

&8

%

*45:)h:5:) /'5')h'5:)

%

)5)*

.H=

$

3

%

)5*2h)5)2 )5/'h)5*:

%

)5)'

'

!

讨
!!

论

XP

患者由于大量蛋白尿*高脂血症*低蛋白血症*血液黏

度增加#以及各种促聚集和促凝因子增加#而导致抗聚集*抗凝

和纤溶机制受损)大量蛋白尿致肝脏代偿合成蛋白增加#

ZBA

合成也增加#由于
ZBA

相对分子质量大不能从尿中排出#造成

血液中
ZBA

水平增高#纤溶功能增强)

ZBA

在
XP

早期在内皮

细胞受损通透性增高时随
9O9

一起侵入,

/

-

#与病灶中的脂蛋

白和纤维蛋白样物结合#可抑制酶对它的降解(随着病情的发

展#形成了结合脂蛋白沉积#当免疫复合物沉积到肾小球基底

膜时引起血管内皮损伤#合成大量的凝血因子
.

相关抗原$

.

U

!

<

1

%并释放入血中,

:

-

(早期血中
.

U

!

<

1

水平升高#通过血

小板糖蛋白
8A$

.

因子抗原复合物$

.̂8A$

.

!

<

1

%微纤维和胶

原桥链的形成#使血小板黏附到损伤的血管内皮下发生释放反

应#释放腺苷二磷酸$

<O.

%引起血小板聚集#凝聚的血小板又

释放
<O.

呈生物放大效应)另外
.

因子还可激活
/

因子#进

一步激活
ZBA

形成纤维蛋白凝块#从而使患者出现高凝状

态,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凝血指标的
ZB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P

患者随着病情的变化#

ZBA

会明显增加#从而凝血功能大大

增强)

XP

患者的血小板参数在
.9=

*

W.T

*

.H=

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OS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P

患者组的血小板不

断增加且会聚集成大小不等复合物(当血小板受各种因子如

<O.

*胶原*

.

U

!

<

1

等激活时产生血小板
'

$

颗粒蛋白$

HO4/.

或
^W.$*()

%和溶酶体完整膜糖蛋白,

'

-

#通过分泌以及伪足断

裂等释放到血中#参与机体内凝血*血栓形成#介导多种白细胞

黏附#导致组织病理损伤(血中的
HO4:

可介导活化血小板*内

皮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参与炎性反应*血栓形成及肿瘤转移)另

外#低血浆蛋白*高胆固醇血症*血管内皮损伤也会造成血小板

大量聚集#从而出现高凝状态,

4$;

-

)

综上所述#由于
XP

患者存在严重的高凝状态#随着病情

的加重更加明显#所以通过对患者凝血功能及血小板参数监

测#对
XP

患者病情的分析和血栓形成的临床诊断有重要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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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法对阴道分泌物中念珠菌检出率的比较

刘志贤!彭素香!李剑鸿!袁
!

雯"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
:

种检验方法对阴道分泌物中念珠菌的检出率$方法
!

*'*)

例阴道分泌物标本采用直

接涂片法%细菌培养法和快速培养法同时检测$结果
!

快速培养法的阳性率为
/:5/3

!其灵敏度为
2(5;3

!特异度

为
225/3

'直接涂片法阳性率为
*/543

!细菌培养法阳性率为
/:543

$直接涂片法阳性率较低!快速培养法的阳性

率高$结论
!

外阴阴道念珠菌快速培养法是一种方便%快速%准确的阴道分泌物念珠菌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

!

直接涂片法'

!

快速培养法'

!

阴道分泌物'

!

细菌培养法'

!

念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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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检查外阴阴道念珠菌阴道炎的方法有多种,

*$:

-

#最常 用的方法有显微镜镜检法$直接涂片法%*细菌培养法和快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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