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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葡萄球菌对四环素,利福平敏感率呈上升之势+

经过总结分析发现本院病原菌分布构成及对多数抗菌药

物的敏感性与国内相关文献报道相似#对部分抗菌药物的敏感

率存在差异#比如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敏感率

高于相关文献报道中提到的一些区域)

!

*

#因此加强医院的病原

菌分布及耐药性监测对临床用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

* 王辉#赵春江#王占伟#等
$"'!'

年
S+**

对革兰阴性杆

菌耐药性监测报告)

V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3

$

!'

&!

&//9/'3$

)

"

* 杨启文#王辉#徐英春#等
$"''/

年中国
!#

家教学医院院

内感染病原菌的抗生素耐药性监测)

V

*

$

中华检验医学杂

志#

"'!!

#

#3

$

%

&!

3""93#'$

)

#

* 孙宏莉#王辉#陈民钧#等
$"''&

年中国十二家教学医院革

兰阳性球菌耐药性研究)

V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39"#'$

)

3

* 杨启文#王辉#徐英春#等
$

中国
!3

家教学医院院内菌血

症与肺炎和腹腔感染病原菌的抗生素耐药监测)

V

*

$

中华

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4.9!#.%$

$收稿日期!

"'!"9'39'"

&

!临床研究!

福州市健康人群血清尿酸浓度调查

陈
!

秀"福建省肿瘤医院检验科!福州
!

#%''!3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福州市健康人群血清尿酸浓度!以及健康人群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为健康人群的生活提

供健康指导%方法
!

用氧化物酶法测定
/#.%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尿酸水平%结果
!

血清尿酸水平呈正态分布!男

性尿酸浓度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男女总体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分别为
!'$"&Q

'

%$!&Q

%

结论
!

血清尿酸水平与性别'年龄'地域有关!应在健康人群体检中定期检测血清尿酸浓度!及早发现和治疗高尿酸

血症!以预防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

健康人群#

!

血清尿酸#

!

高尿酸血症#

!

参考值

!"#

!

$%&'()(

"

*

&+,,-&$)./0(122&/%$/&$.&%1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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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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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尿酸血症发病率逐年增高#

而且
&'Q

!

/'Q

高尿酸血症没有特异的临床表现)

!

*

#只有出

现了相关脏器损害时#才引起注意+为了解本市健康人群的血

清尿酸水平#作者用氧化物酶法测定
/#.%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

尿酸水平#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在本院体检中心体检者#经

全身体检和有关化验检查#均无明显肝,肾,心,脑,痛风及其他

影响尿酸水平疾病的体检者
/#.%

例#年龄
"!

!

&'

岁#其中男

33#4

例#女
3/#/

例#每
!'

岁为一组#男女各
4

组#早晨空腹

坐位采取静脉血
361

#剔除溶血,脂血,黄疸标本#

3@

内完成

标本检测+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美国
[;Ag6C51d"'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试剂及校准品为美国
[;Ag6C5

公司提供#室内质控血清

为美国
[;Ag6C5

公司提供+

$$'

!

实验方法
!

尿酸采用氧化酶法测定#严格按照仪器操作

程序进行检测#检测前用配套的校准品校准#检测过程用
#

种

浓度的质控血清监测仪器#结果均在要求范围内+

$$1

!

统计学处理
!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正态性

检验采用
.

检验#测量数据以
N0>

#组间比较用
E

检验#参考

值范围由$

N0!</4>

&得出#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例健康人群男女各年龄组血清尿酸结果及高尿酸

血症发病率
!

统计处理表明#血清尿酸呈正态分布$

.

$

'$"

&+

男性参考值范围!

"%4$!.

!

%'"$%!

#

678

"

1

#女性参考值范围!

!.!$..

!

#&'$!/

#

678

"

1

#各年龄组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

#

'$'!

&#见表
!

+

表
!

!

各年龄组血清尿酸浓度及高尿酸血症发病率

年龄$岁& 性别
&

尿酸

$

N0>

#

#

678

"

1

&

高尿酸血症

发病率)

&

$

Q

&*

"!

!

#'

男
3"' #&4$%3044$'" 3.

$

!!$!/

&

女
4%" ".%$3%0%"$/! "#

$

#$%#

&

$

#'

!

3'

男
//' #&%$#%04/$#& !!"

$

!!$#!

&

女
!""" "44$3!0%!$34 3'

$

#$".

&

$

3'

!

%'

男
!34" #&4$".043$3& !4"

$

!!$'&

&

女
!44! "4&$"40%"$.& %/

$

#$%%

&

$

%'

!

4'

男
!'!! #.'$"&0%.$!# &%

$

&$3!

&

女
/!3 "/'$".0%'$4% 44

$

.$""

&

$

4'

!

.'

男
3!' #.#$!#0%%$3" #.

$

/$'"

&

女
#/' #'%$3&0%#$." %"

$

!#$##

&

$

.'

!

&'

男
!3# #&!$"'0%.$"/ !#

$

/$'/

&

女
!'' #".$"#0%4$%4 !4

$

!4$''

&

总计 男
33#4 #./$#304"$&3 3%4

$

!'$"&

&

女
3/#/ ".%$/&0%#$!. "%4

$

%$!&

&

'

!

讨
!!

论

本研究的对象涉及各个阶层#其结果能反映本市健康人群

的血清尿酸水平+本研究结果显示#各年龄组男女血清尿酸浓

度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

#

'$'!

&#这

可能与男,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差异有关#因为雌激素有促进

尿酸排泄的作用#同时还与男性经常应酬#海鲜与乙醇摄入量

增加#造成尿酸生成增多+高尿酸血症不仅有可能是痛风发作

的前驱阶段#也可能是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及其他心血管

疾病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男性尿酸浓度在
"!

!

#'

,

$

#'

!

3'

,

$

3'

!

%'

岁基本一致#

$

%'

!

4'

岁与
$

4'

!

.'

岁也基本一

致#这
"

组与前
#

组相比相对降低#

$

.'

!

&'

岁又升高%女性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1CM+;HS8B5

!

*;

=

?;6M;>"'!"

!

T78$/

!

U7$!.



尿酸浓度在
$

"'

!

#'

,

$

#'

!

3'

,

$

3'

!

%'

岁基本接近#

%!

岁

以后逐渐升高#这可能是女性绝经期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的

原因#还可能与肾功能减退有关+根据本文调查的男女参考值

范围为标准#男性总体高尿酸血症发病率达
!'$"&Q

#女性总

体高尿酸血症发病率达
%$!&Q

+男性各年龄组发病率无明显

区别#女性
%!

岁以后发病率逐渐升高+关于血清尿酸浓度与

年龄增长的关系#有
#

种不同的报道)

"

*

!$

!

&成年人随着年龄增

加肌酐,尿素上升#而尿酸变化不明显+$

"

&随年龄增加#因肾

功能减退而上升+$

#

&先随年龄增加#上升后又随年龄增加略

有下降+

本研究结果亦显示#福州市健康人群血清尿酸浓度与文献

)

"9%

*比较#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男性#这可能与福州属于沿

海发达城市#海产品丰富#人们喜食海鲜与饮酒有关+海鲜中

富含嘌呤#高嘌呤食物使尿酸生成增加#酒饮料中的乙醇代谢

产物乙酸在肾脏竞争性地抑制尿酸的排泄#使尿酸浓度升

高)

4

*

+

本调查结果反映福州市健康人群血清尿酸水平和高尿酸

血症发病率均较高#应引起重视+建议人们应定期健康体检#

动态了解血清尿酸水平#及时调整生活方式#建议少吃高嘌呤

食物#少喝酒#多饮水#多锻炼+定期检测血清尿酸浓度是预

防,控制减少高尿酸血症发生发展的有效手段+作者认为男女

之间尿酸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饮

食习惯#其尿酸浓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此#有必要建立

和使用适合本地区的男女不同的参考值范围#有助于健康人群

血清尿酸水平的判别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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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美辛对恶性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肖文海"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三明第一医院!福建三明
!

#4%'''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吲哚美辛对恶性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

各种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
#"

例!

口服吲哚美辛
%'

毫克&次!每天
#

次!连服
"

周%所有患者服用吲哚美辛前后分别抽外周血!采用
*9]

一步法检测

:

淋巴细胞亚群
S-#

R

'

S-3

R

'

S-&

R及膜白细胞介素
"

受体"

6_19"(

$的阳性百分率%结果
!

发现患者服用吲哚美

辛后
:

淋巴细胞亚群得以重新分布!

S-3

及
6_19"(

分别为
%"$.Q0%$&Q

'

!.$3Q0%$"Q

!较服药前明显升高!较

服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吲哚美辛能增强恶性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

"关键词#

!

吲哚美辛#

!

恶性肿瘤#

!

细胞免疫功能#

!

:

淋巴细胞亚群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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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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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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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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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吲哚美辛是多年来被临床上用作缓解风湿性疾病症状和

治疗多种关节炎的药物+近年来#发现吲哚美辛能多方位地调

节,增强多种免疫功能#有一定抗肿瘤作用#受到人们重视)

!93

*

+

但有关这方面的临床资料尚少#本文着重研究了吲哚美辛对恶

性肿瘤患者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和膜白细胞介素
"

受体

$

6_19"(

&变化的影响#为吲哚美辛对肿瘤患者免疫功能的调

节作用作进一步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住院治疗的各种中晚期恶性肿

瘤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3/$"0%$!

&岁+

其中肺癌
%

例#原发性肝癌
3

例#胃癌
#

例#结直肠癌
&

例#乳

腺癌
&

例#食道癌
3

例+所有患者经均
S:

,

[

超,

d

线等影像

学检查#组织病理及相关肿瘤标志物酶谱等检测并结合临床特

点予以确诊#均符合相关肿瘤中,晚期分期诊断标准+健康对

照组为本院同期健康体检者
#'

名#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

均年龄$

N0>

&岁+

$$/

!

给药方法
!

吲哚美辛口服
%'

毫克"次#每天
#

次#连服
"

周+服药期间不用任何免疫刺激剂治疗+

$$'

!

检测方法
!

所有患者服用吲哚美辛前后分别抽外周血#

采用
*9]

一步法检测
:

淋巴细胞亚群
S-#

R

,

S-3

R

,

S-&

R及

6_19"(

的阳性百分率+即分别以鼠抗人
S-#

,

S-3

,

S-&

,

S-"%

单克隆抗体为一抗#通过生物素化二抗与链霉菌素一过

氧化物酶$

*9]

&一步耦联法对淋巴细胞进行染色#显微镜下数

"''

个淋巴细胞#计算阳性细胞百分率+

$$1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结果均以
N0>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两样本均数比较的
E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恶性肿瘤患者服用吲哚美辛前后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

的变化见表
!

+

表
!

!

各组
:

淋巴细胞亚群的改变&

N0>

)

Q

'

组别
& S-# S-3 S-& 6_19"(

恶性肿瘤组

!

服药前
#"

%$"0.$4

C

#"$40%$4

C

#/$.0%$"

C

!'$"03$3

C

!

服药后
#"

%"$.0%$&

C

#&$404$3

MA

#%$"03$#

MA

!.$30%$"

M

健康对照组
#' 44$30.$" 3"$.04$& #"$304$" "'$&03$4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C

!

#

'$'!

#

M

!

#

'$'%

%健康对照组与服药

前比较#

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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