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表
#

的检测结果可以看出
3Q

患者数远高于阴道滴虫*真菌

的感染)

3Q

引起的直接危害是患者感觉不适#但若不及时和

正确治疗#将增加并发症出现的可能)传统的诊断以涂片镜检

中检测到线索细胞*革兰染色法等作为诊断细菌性阴道病重要

指标,

)

-

(但是涂片检测线索细胞取材要求比较高#如果涂片中

不含有阴道壁上皮细胞#就无法看到线索细胞,

$

-

)因此细菌性

阴道病检测试剂盒更适于基层医院用作妇女细菌性阴道病的

诊断)对育龄妇女要进行
3Q

的早期诊断及对
3Q

进行早期

治疗#预防和降低妇科并发症的发生#更好地保障了妇女的生

活质量#提高了生育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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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抑素
(

在蛇伤患者早期肾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李卫兵!喻海忠!袁建芬"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胱抑素
(

在蛇伤患者早期肾损伤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择本院
!"#!

年
$

"

+

月
6!

例

蛇伤引起的肾损伤患者!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胱抑素
(

!采用酶法检测血清肌酐!并对两物质的阳性

率进行比较$结果
!

胱抑素
(

与肌酐的阳性率分别为
*%,6-

"

$#

%

6!

#和
%*,$-

"

7)

%

6!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提示胱抑素
(

对肾损伤的诊断比肌酐更敏感!可作为早期蛇伤患者肾损伤的诊断指标$

"关键词#

!

胱抑素
(

&

!

肌酐&

!

肾损伤&

!

蛇伤

!"#

!

$%&'()(

"

*

&+,,-&$)./0(122&/%$/&$3&%)%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

"

!"#!

#

#*/!7$"/"!

!!

我国蛇伤人常见#时间以夏秋季为主)蛇伤中毒表现有局

部伤口感染*组织坏死*肢体功能障碍#严重的有呼吸衰竭*肾

功能损伤甚至衰竭*肝损伤*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

肾损伤为常见并发症#同时也是引起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其早期的诊断和防治显得尤为重要#而胱抑素
(

是肾损

伤早期的诊断指标#本研究探讨其在蛇伤患者早期肾损伤中的

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南通市中医院
!"#!

年
$

"

+

月
6!

例蛇

伤住院患者#同时经诊断为肾损害的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

标准采集
!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入院后
!A

内采集静脉血
7

F4

#立即送检#血液凝固后
7)""B

"

F:;

离心
#"F:;

取血清)

$,'

!

仪器与试剂
!

奥林巴斯
1d$%"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胱抑

素
(

试剂$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肌酐试剂$日本

协和公司生产%)

$,1

!

检测方法
!

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胱抑素

(

#采用酶法检测血清肌酐)

$,2

!

统计学方法
!

统计软件采用
0W00#","

#两种结果之间的

阳性率比较采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胱抑素
(

以
#,")F

?

"

4

为
CG>/9DD

值#肌酐参考值以
#","

,

F9E

"

4

为
CG>/9DD

值#比
CG>/9DD

值高的均为阳性)在早期蛇伤

患者中的胱抑素
(

阳性率为
*%,6-

$

$#

"

6!

%#肌酐阳性率为

%*,$-

$

7)

"

6!

%#经
"

检验#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胱抑素
(

是一种反映肾小球滤过率变化的内源性标志

物#并在近曲小管重吸收#但重吸收后被完全代谢分解#不返回

血液#因此#其血中浓度由肾小球滤过决定#而不依赖任何外来

因素的影响,

#/!

-

)其在糖尿病*肾病*高血压*心血管*肝病与农

药中毒中均有研究,

7/*

-

#而有关蛇伤患者方面的研究尚少见报

道)我国每年毒蛇咬伤患者达
#"

万余人次#蛇伤死亡率为

)-

"

#"-

#致残率为
!)-

"

7"-

#了解蛇伤患者的发病特点#

以提供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毒蛇咬伤的依据,

+

-

)蛇毒的多种成

分可引起肾损伤#其引起肾损伤的发病机制复杂#有蛇毒成分

直接损伤肾脏组织#也有间接作用的机制#涉及肾灌注压改变*

肾小球病变*肾小管坏死等)以往根据尿蛋白*红细胞和血肌

酐*尿素氮诊断肾损伤#往往延误治疗时机导致肾功能恶化)

胱抑素
(

可以为临床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毒蛇咬伤在夏季

农村发生率较高#常并发肾损伤#通过早期发现对症治疗可极

大地减轻患者的不良反应#挽救患者的生命#降低医疗成本)

本研究表明在早期蛇伤患者中胱抑素
(

对肾损害的诊断比肌

酐更敏感$

#

"

",")

%#应选用胱抑素
(

作为早期蛇伤患者的肾

损伤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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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促甲状腺激素异常对胎儿发育的影响

陶
!

欣"重庆市万州区生殖健康中心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合并促促甲状腺激素"

80U

#异常对胎儿发育的影响$方法
!

以
)"

例妊娠合并
80U

异常的患者及其新生儿为实验组!

)"

例
80U

正常的孕妇及其新生儿为对照组!采用放射免疫法分别测定两组血清

80U

浓度!比较两组胎儿发育的状况$结果
!

80U

异常孕妇组的早产率'流产率'并发症发生率及新生儿
80U

升高

均明显高于
80U

正常的孕妇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孕妇
80U

异常可导致妊娠期高血压'早产'

流产及胎儿发育障碍!因此对于
80U

异常孕妇应积极治疗!并关注各种并发症的发生!以减少发育异常胎儿的出生$

"关键词#

!

孕妇&

!

促甲状腺激素&

!

异常&

!

胎儿发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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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3&%)$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

"

!"#!

#

#*/!7$#/"!

!!

促甲状腺激素$

80U

%异常是一类内分泌紊乱性疾病#

80U

增高合并妊娠并不多见#但其可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危及

母儿安全)孕妇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总发病率约占孕妇

的
#-

"

!-

,

#

-

#孕妇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可严重影响胎儿

发育及妊娠状况#可导致流产*妊娠期高血压*低体质量儿*早

产*胎盘早剥等#并可影响胎儿智力发育)作者研究分析了
)"

例妊娠合并
80U

异常孕妇$升高和降低%的临床资料#对妊娠

合并
80U

异常孕妇的
80U

水平对胎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

!"#"

年
80U

异常孕妇中

)"

例妊娠合并
80U

异常的孕妇及其新生儿的临床资料作为

实验组#孕妇年龄
!!

"

7+

岁)

)

例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

例为
80U

过低者#其中
7

例为垂体性甲状腺功能减退者#

!+

孕次$

#

例有自然流产史%)

#6

例为
80U

过高者#孕前发现的

#7

例中#病史小于
7

年者
)

例#

$

7

年者
*

例#孕期发现
%

例

$孕早期
7

例#孕晚期
#

例%)随机抽取
)"

例
80U

正常的孕妇

及其新生儿为对照组)

$,/

!

方法
!

分别对两组孕妇抽取静脉血检测
80U

水平#新

生儿均抽取脐带血检测
80U

水平)

80U

采用检测方法是放

射免疫法#检测试剂厂家是山东
7Q

公司)

80U

的正常参考

范围
",7)

"

),)"Fd

"

4

)

$,'

!

统计学方法
!

用
0W00#","

软件处理数据#率的比较采

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中位数反映非

正态分布变量的平均水平)

/

!

结
!!

果

在实验组
)"

例的患者中#患有妊娠期高血压的有
#7

例#

早产及流产的有
!+

例#胎儿宫内窘迫的有
+

例#实验组各胎儿

发育情况明显差于对照组$

#

"

",")

%#见表
#

)孕妇的妊娠结

局!实验组
)"

例孕妇平均孕周$

7),!c$,"

%周)

!+

例实施剖

宫产#顺产
#"

例#流产
)

例#早产
$

例)实验组剖宫产数*流产

率*早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见表
!

)实验组和对

照组孕妇新生儿
1

H?

@B

评分及出生时的体质量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7

)

表
#

!

两组孕妇并发症发生率及
80U

水平

组别
妊娠期高血压

%

$

-

%

80U

$

Fd

"

4

%

胎儿宫内窘迫

%

$

-

%

8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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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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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实验组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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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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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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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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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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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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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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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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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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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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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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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孕妇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

%

-

&(

组别 剖宫产 自然流产 早产 顺产

实验组
!+

$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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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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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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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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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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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新生儿
1

H?

@B

评分和出生时的体质量比较%

Kc=

&

组别
%

1

H?

@B

评分

#F:; )F:;

体质量$

R

?

%

实验组
)" +,6c#,! +,+c",# 7%"!,7c!+*,7

对照组
)" *,!c#,#

@

+,7c#,7

@

7"#%,!c!)#,7

@

!!

注!与实验组比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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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孕妇合并
80U

减低对妊娠结局及胎儿发育可产生较大

的影响#如早产*流产*低体质量儿*死胎*胎儿宫内生长迟缓*

胎盘早剥*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贫血等#而且还可能影响胎儿神

经系统的发育#造成其智力水平降低,

!/$

-

)

',$

!

妊娠合并
80U

异常对孕产妇的影响
!

妊娠合并
80U

异常可使孕妇发生早产*流产和妊娠期高血压#这些疾病多发

生在孕中晚期)何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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