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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心肌肌钙蛋白"

!=6M

#%

H$

反应蛋白"

HU.

#和平均血小板体积"

W.T

#在急性心肌梗死

"

<WM

#患者早期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使用北京康思润技术有限公司
U<W.

心肌梗死仪和
P

F

?7>Ni=$*;))B

血细胞分析仪分别进行
!=6M

和
W.T

的测定!用免疫比浊法进行
HU.

的测定$结果
!

<WM

患者在发病
/(0

内测

定
!=6M

!其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

)5)*

#!

W.T

%

HU.

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联合

测定
!=6M

%

W.T

和
HU.

!有助于
<WM

患者的早期诊断%预防和治疗!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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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

<WM

%是由心肌发生缺血*损伤和坏死而引

起的疾病#其基本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造成管腔严重狭

窄和心肌供血不足)它是目前威胁人类尤其是中老年人健康

的常见病#病死率较高#于发病
*

!

*/0

形成大量粥样斑块#斑

块具有不稳定性#部分破裂时局部发生炎性反应#导致心室腔

内附壁血栓形成)本研究通过检测心肌肌钙蛋白$

!=6M

%*

H$

反

应蛋白$

HU.

%和平均血小板体积$

W.T

%#探讨他们在疾病早

期发展中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心脏内

科因冠心病及心前区疼痛或心电图改变后确诊为心肌梗死的

住院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对照组为健康体检者
;)

例#

年龄
()

!

+;

岁)

$5/

!

方法
!

研究对象取静脉血
/79

于乙二胺四乙酸$

VO$

=<

%抗凝管中#混匀后用北京康思润技术有限公司
U<W.

心

肌梗死仪进行测定#

!=6M

&

)5*4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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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6M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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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为阴性(用
P

F

?7>Ni=$*;))B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平均

血小板体积测定#试剂均为仪器原装配套试剂)同时抽取
:

79

静脉血#采用免疫比浊法在日立
+)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上检测
HU.

#试剂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5'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5)

统计软件进行
@

检验#计量

资料以
IhG

表示#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WM

患者在发病
/(0

内测定
!=6M

#其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组$

!

%

)5)*

%#

W.T

*

HU.

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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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WM

组与对照组
!=6M

比较#灵敏度为

2(5/3

#特异度为
245*3

#阳性预测值为
2)5:3

#阴性预测值

为
2(5/3

)

表
*

!

两组肌钙蛋白%

HU.

%

W.T

检测结果比较&

IhG

'

组别
, !=6M

$

6

1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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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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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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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

组
;) /25)2h*'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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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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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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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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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心肌梗死患者起病急*病情凶险*病死率高#因此#及时*准

确的诊断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对降低病死率*改善预后至关

重要)而检测心肌标志物#极大地提高了心肌损伤性疾病的临

床诊断水平,

*

-

#其中
!=6M

被认为是当前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

的生化标志物,

/

-

)

肌钙蛋白是存在于心肌肌原纤维中细肌丝上的收缩调节

蛋白,

:

-

#由
:

个亚基组成!肌钙蛋白
H

$

=6H

%*肌钙蛋白
=

$

=6=

%和肌钙蛋白
M

$

=6M

%)

!=6M

广泛分布于心肌和骨骼肌

中#有
(3

以游离状态存在于心肌细胞的细胞质中#当心肌细

胞膜在完整状态下#

!=6M

不能透过细胞膜进入血液循环#故健

康人血液内不含或含极低量的
!=6M

(当心肌细胞因缺血缺氧#

发生变性坏死#细胞膜受损时#游离的
!=6M

很快弥漫进入细胞

间质#较早地出现在外周血中#故心肌损伤早期的
(

!

40

即可

在血液中检出
!=6M

#且有
(

!

*)E

较宽的窗口期#因其对心肌

损伤的敏感度和特异性较高#是目前诊断
<WM

最好的标志

物,

(

-

)部分
<WM

患者临床上有典型缺血性胸痛表现#临床医

生多能早期确诊和治疗#而有些患者的临床症状可能不完全符

合
S-,

关于
<WM

诊断标准#应及时检测
!=6M

#因为患有冠

状动脉疾病的患者必然会发生心肌损伤#游离的
!=6M

很快释

放入血#使
!=6M

测定值升高#而
!=6M

的升高预示心肌细胞的

缺血死亡,

'

-

#因此#

!=6M

可作为
<WM

患者早期敏感而特异的

指标)

本研究结果显示#

<WM

患者
W.T

较对照组升高明显)

W.T

是血小板功能和活化的标志#大体积的血小板含糖原*蛋

白*酶*血小板颗粒等较为丰富#且能分泌更多的
'$

羟色氨和
-

$

凝血酶球蛋白#产生更多的血栓素
<

/

#使血液处于高凝状

态,

4

-

)由于在血栓形成过程中#随着血小板消耗增加#反应性

刺激骨髓巨核细胞活化#产生促凝性更强的大血小板,

+

-

#使

W.T

增高)因此#

W.T

是预测心肌梗死反复缺血的危险因子

之一)

HU.

是机体的一种重要急性期蛋白#正常情况下以微量

的形式存在于健康人血液当中#当机体有急性炎症*梗死*创伤

时此蛋白水平会升高)本研究结果显示#

HU.

较对照组高

$

!

%

)5)*

%#分析原因可能是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内炎症组织

损伤导致
HU.

增加)有文献报道#对
<WM

发病
40

内的患者

检测
HU.

#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且升高的程度与病情相关#说

明
HU.

是一种
<WM

病情及预后判断较敏感的实验室指标,

;

-

#

对了解患者的机体免疫损伤状况#反映
<WM

疾病进程及预后

均有一定价值)

综上所述#联合测定
!=6M

*

W.T

*

HU.

#可以使各自的诊断

优势互补#对于
<WM

患者的早期诊断*预防*治疗#以及提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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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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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儿童医院婴幼儿秋季腹泻病因学分析

田仁义!陈
!

琼"重庆儿童医院临检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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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婴幼儿秋季腹泻中病原菌分布与检出率!以及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方法
!

对儿童医院住

院部
/)**

年
2

!

*/

月
''*

例腹泻病患儿进行病原学调查!分析腹泻患儿的病原分布规律以及抗菌药物的使用情

况$结果
!

感染性腹泻占
;'5(3

!非感染性腹泻占
*(543

$感染性腹泻病原主要以轮状病毒为主!占
+)5*3

$轮

状病毒感染率高!容易重复感染和合并乳糖不耐受$细菌感染以痢疾杆菌多见!占
/54;3

$腹泻患儿院外抗菌药

物使用率为
:(3

!院内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3

!抗病毒药物和微生态制剂使用率高达
2*3

和
*))3

$结论
!

轮状

病毒是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菌'院外抗菌药物使用率相对较高!院内抗菌药物使用率基本合理!但抗病毒药物和

微生态制剂使用率相对过高!应加强腹泻患儿药物的合理应用$

"关键词#

!

婴幼儿'

!

腹泻'

!

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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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是婴幼儿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特别在发展中国

家#腹泻是导致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

)婴幼儿腹泻

的病原类型复杂*临床表现多样)按病理生理可分为渗透性腹

泻*分泌性腹泻*渗出性腹泻和吸收不良性腹泻(按病因则可分

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在诊治中重视鉴别感染性腹

泻病及非感染性腹泻#及时明确病原#对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具

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本市儿童医院肠道感染科病房

/)**

年
2

!

*/

月婴幼儿腹泻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调查#分

析婴幼儿腹泻病原学的分布规律及其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收集儿童医院住院部
/)**

年
2

月
*

日到
*/

月
:)

日住院的腹泻婴幼儿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临床诊断主要有!轮状病毒肠炎*细

菌性肠炎*感染性腹泻*病毒性肠炎*迁延性腹泻*急性细菌性

痢疾*非感染性腹泻等)

$5/

!

方法
!

采取填表格的形式#逐一登记汇总#对儿童医院住

院部
/)**

年
2

月
*

日到
*/

月
:)

日住院的婴幼儿腹泻病例进

行回顾性的调查分析#计算百分率)

$5'

!

实验室检查
!

大便常规*大便轮状病毒抗原检测*大便还

原糖实验*大便培养*药敏试验*耐药菌检测等)

$51

!

临床用药调查
!

入院前药物使用情况*入院后抗菌药物

使用情况*抗病毒药物使用情况*微生态制剂的使用情况*细菌

培养的药敏情况等)

$52

!

数据处理
!

采取填表格的形式#逐一登记汇总#计算百

分率)

/

!

结
!!

果

/5$

!

腹泻病的临床诊断分布情况
!

主要以轮状病毒肠炎为

主#占为
+)5*3

#细菌性肠炎及感染性腹泻也占了一定比例#

见表
*

)

表
*

!

腹泻病的临床诊断分布情况

病种
,

百分率$

3

%

轮状病毒性肠炎
:;' +)5*

细菌性肠炎
+' *:5+

感染性腹泻
/' ()54

病毒性肠炎
*' /5;

迁延性腹泻
*: /5(

急性细菌性痢疾
*/ /5/

腹泻
*/ /5/

非感染性腹泻
; *5(

慢性腹泻
' )5;

合计
''* *))5)

/5/

!

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的病原菌分布情况
!

轮状病毒性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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