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

类切口均可考虑使用(

*

类切口必须使用,

/

-

#腹部外科多

为
)

*

*

类手术#尤其在胃肠道手术中#结肠*直肠手术细菌污

染的可能性更大#预防性抗菌药物是必要的#可降低手术部位

感染的发生率,

:

-

)

普外科手术中肠道手术居多#常见的致病菌大多为大肠埃

希菌或变形菌等肠道革兰阳性菌和脆弱类杆菌等厌氧菌混合

感染,

(

-

)

病原学检查是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基础)在调查的

所有病例中病原学的送检率极低#约
**3

)标本送检率低可

能与病原体培养与药敏所需时间过长及检出阳性低有关,

'

-

)

大多数医生依靠血常规及经验用药,

4

-

)送检率低就不能及时

掌握病区细菌的流行趋势*细菌的耐药性及药敏情况#增加院

内感染的概率#从而增加盲目使用高价药*广谱药的病例,

+$;

-

)

综上分析#本院普外科在围术期抗菌药物的使用基本合

理#也存在不少问题)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存在一定普遍

性#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应引起临床医师和药师共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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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调查将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

#与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

#这
/

个项目作为甲

状腺功能检查常规项目的可行性$方法
!

提取这
/

个项目的强阳性结果!调阅病历并查看诊断!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

<$=̂

与
<$=.,

的假阳性率比较高!而且其真阳性的辅助诊断作用也很有限$结论
!

<$=̂

与
<$=.,

不

宜作为甲状腺功能检查常规项目$

"关键词#

!

<$=̂

与
<$=.,

检测'

!

甲状腺功能检查'

!

常规项目'

!

可行性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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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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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K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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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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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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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

<$=.,

%检测主要为辅助诊断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对诊

断其他自身免疫性内分泌疾病如糖尿病*恶性贫血等也有一定

的阳性率,

*

-

)本院自
/))2

年
**

月起开展这
/

种抗体的检测#

并与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甲状腺素$

=(

%*游离三碘甲状腺

原氨酸$

Z=:

%*游离甲状腺素$

Z=(

%*血清促甲状腺素$

=P-

%

等
'

项联合作为住院患者甲状腺功能检查的常规项目#采用的

方法均为化学发光法)作者发现
<$=̂

*

<$=.,

辅助诊断甲

状腺疾病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出现大量的假阳性#临床反映

也不理想)本研究提取了这
/

项检测得到的强阳性结果
*')

例#调阅病历资料查看诊断#作出如下统计和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提取了
/)*)

年
+

月
*

日至
/)**

年
4

月
:)

日期间
<$=̂

检测大于
/))5)b

"

79

结果的
4;

例患者#

调阅其病历查看诊断结果)本研究提取了
/)*)

年
+

月
*

日至

/)**

年
4

月
:)

日期间
<$=.,

检测大于
:))5)b

"

79

结果的

;/

例患者#调阅其病历查看诊断结果)

$5/

!

仪器与试剂
!

PMVWVXP

公司出产的
<OTM<H>6#@"D

H.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PMVWVXP

公司出产的
<O$

TM<H>6#@"D<$=̂

*

<$=.,

检测试剂及校准品*质控品*其他

配套使用耗材等)

$5'

!

方法
!

根据
<OTM<H>6#@"D<$=̂

测定
P,.

文件#其

!"#%&&

值为
4)b

"

79

进行分析)根据
<OTM< H>6#@"D<$

=.,

检测
P,.

文件#其
!"#%&&

值为
4)b

"

79

进行分析)

/

!

结
!!

果

在
<$=̂

检测结果大于
/))5)b

"

79

的
4;

例次中#有
:*

例不是甲状腺疾病$其中有
*

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例

糖尿病%(在
<$=.,

检测结果大于
:))5)b

"

79

的
;/

例中#也

有
:)

例不是甲状腺疾病$其中有
/

例糖尿病%#见表
*

)在符

合诊断的病例中#绝大多数已有程度不一的
=:

*

=(

*

Z=:

*

Z=(

*

=P-

等
'

项的异常结果#见表
/

)

表
*

!

<$=̂

%

<$=.,

强阳性结果与临床诊断的对比

检测项目
,

符合诊断

$

,

%

不符合诊断

$

,

%

符合率

$

3

%

不符合率

$

3

%

<$=̂ 4; :+ :* '(5( ('54

<$=., ;/ '/ :) 4:5( :454

表
/

!

符合诊断的
<$=̂

%

<$=.,

结果与
=:

等结果的对比

检测项目
符合诊断

$

,

%

'

项异常

,

,

$

3

%-

'

项正常

,

,

$

3

%-

<$=̂ :+ :'

$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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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 '/ (;

$

2/5:

%

(

$

+5+

%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2

卷第
*4

期
!

9@AW>EH8B6

!

<"

1

"?#/)*/

!

T%852

!

X%5*4



'

!

讨
!!

论

<$=̂

*

<$=.,

检测的主要用途为辅助诊断自身免疫性甲

状腺疾病,

/

-

(若两者联合检测#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检出

率可提高至
2;3

以上,

*

-

)由此作者开展这
/

种抗体的检测#

并作为住院患者甲状腺功能检查的常规项目)

本研究结果显示#这
/

个项目的假阳性率很高)虽说自身

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大多数都会出现这
/

个项目的阳性#如桥本

甲状腺炎
<$=̂

阳性率
:43

!

*))3

*

<$=.,

阳性率
;'3

!

*))3

,

*

-

#还有文献认为可达
2)

!

2'3

,

:

-

(但这
/

个项目的阳

性乃至强阳性却并不代表大多数甲状腺疾病)

本研究结果显示#就算是真阳性#这
/

个项目发挥的辅助

诊断作用也无足轻重)绝大多数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在实验室

检查方面有
=:

*

=(

*

Z=:

*

Z=(

*

=P-

等五项结果就够了)即使

有极少数患者
=:

等五项正常而这
/

项异常#也不能仅凭这
/

项异常就贸然作出诊断结论)

当然#作者未讨论这
/

个项目在鉴别诊断*疗效观察*疾病

预后等方面的作用#仅认为两者不宜作为甲状腺功能检查的常

规项目)从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考虑#加之临床上也多有异

议#作者拟建议这
/

个项目不再作为甲状腺功能检查的常规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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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观察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M=.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探讨
=

%

K

淋巴细胞及自然杀

伤细胞"

X̀

细胞#在
M=.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

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

例
M=.

患者及
:)

例对照组外周血中

=

淋巴细胞亚群%

K

淋巴细胞及
X̀

细胞的百分率$结果
!

M=.

患者
HO:

e比对照组明显减低"

!

%

)5)'

#'

HO*2

e

%

HO:

c

HO*4

e

HO'4

e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结论
!

免疫功能的变化可能参与
M=.

的发病

机制$

"关键词#

!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

淋巴细胞亚群'

!

K

淋巴细胞'

!

X̀

细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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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M=.

%是一种免疫性血小板破

坏过多造成的疾病#临床表现主要为皮肤紫癜*黏膜出血*血小

板减少*骨髓巨核细胞增多但成熟障碍等)近年来发现#

M=.

患者体内存在免疫功能失调)本研究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通

过流式细胞仪检测
M=.

患者外周血中
=

淋巴细胞亚群

$

HO:

e

*

HO:

e

HO(

e

*

HO:

e

HO;

e

%*

K

淋巴细胞$

HO*2

e

%*

X̀

细胞$

HO:

c

HO*4

e

HO'4

e

%探讨
M=.

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

变化)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收集
/))2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

及住院的
M=.

患者
:)

例#其中男
4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54

岁#其诊断符合全国统一标准,

*

-

)对照组
:)

例#

其中男的
+

例#女的
/:

例#年龄
*4

!

+'

岁#平均
:452

岁#均为

本院体检中心体检合格的健康者)

$5/

!

仪器和试剂
!

MWWbX,$=U,9=W!>88?

标准品*

HO*2$

.V

*

HO($ZM=H

"

HO;$.V

"

HO:$.H'

*

HO:$ZM=H

"

HO*4

e

HO'4$

.V

荧光标记抗体及红细胞裂解液$

,

G

#B9

F

?>H

%购自法国
M7$

7"6%#>!0

公司#流式细胞仪为
K>!L7@6$H%"8#>D

公司生产的

V

G

B!?$i9

型流式细胞仪)

$5'

!

标本采集
!

抽取静脉血
/79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

VO=<$̀

/

%抗凝)

$51

!

检测方法
!

采用
MWWbX,$=U,9=W!>88?

标准品进行

校正)各取
*))

#

9

抗凝血于流式专用管中#分别加入
/)

#

9

HO*2$.V

*

HO($ZM=H

"

HO;$.V

"

HO:$.H'

*

HO:$ZM=H

"

HO*4

e

HO'4$.V

荧光标记抗体#室温避光反应
/)7B6

#加入
'))

#

9

红细胞裂解液#溶解红细胞
*'7B6

#加入
'))

#

9

鞘液混匀#

*)))D

"

7B6

离心
'7B6

#弃上清液#再加入
'))

#

9

鞘液#混匀

后上机检测并记录荧光抗体染色阳性
HO:

e

*

HO:

e

HO(

e

*

HO:

e

HO;

e

*

HO*2

e及
HO:$HO*4

e

HO'4

e的百分率)

$5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检验#应用
P.PP*:5)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M=.

患者与对照组
=

%

K

淋巴细胞及
X̀

细胞的分析&

3

'

分组
, HO:

e

HO:

e

HO(

e

HO:

e

HO;

e

HO(

"

HO; HO*2

e

HO:

c

HO*4

e

HO'4

e

M=.

组
:) 4+5*h254*

@

:45:h25)( /45'h;5*/ *54*h*5)( /*5'h+5++

A

45*/h(544

A

对照组
:) +/5/h25/: ()5*h+52' /+5(h+5;4 *5'4h)54) **5/h:5/; *45()h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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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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