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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原及
WM')

在小儿化脓性脑膜炎测定中的应用

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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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陈丽芳!陈辉雄"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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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分析脑脊液及血清降钙素原"

ZW0

$&中性粒细胞
WM')

&

W

反应蛋白"

WSZ

$在小儿不同病原体

感染脑膜炎中的鉴别价值!并探讨
#

种检测方法对患儿治疗及预后监测的可行性%方法
!

选择
!"#

例脑膜炎患儿!

并根据鉴别诊断分为化脓性脑膜炎"化脑组$

'+

例&病毒性脑膜炎"病脑组$

+(

例!同时选取非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

患儿
'&

例作为对照"对照组$%在患儿入院
")9

内及治疗一段时间后!抽取其静脉血及脑脊液进行血清
ZW0

&

WSZ

&中性粒细胞
WM')

测定!分析各组患儿对
#

项指标在急性期和恢复期的变化及阳性率%结果
!

#

项检测结果

在发病初期对化脑组及病脑组的比较均有明显的鉴别意义!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在各组急性期与

恢复期的鉴别检测中!

WSZ

在化脑组及病脑组鉴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而
WM')

对于检测化脑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K

$

&$&+

$!但对病脑组的表达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脑膜炎患儿的阳性率比较!

ZW0

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WSZ

则无显著差异%结论
!

ZW0

在治疗前观察及预后检测均有效!对鉴别小儿化

脓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膜炎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优于
WSZ

的检测结果%

WM')

对小儿化脓性脑膜炎的检测有重要

意义!可作为有效指标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关键词#

!

病毒性脑膜炎#

!

化脓性脑膜炎#

!

降钙素原#

!

W

反应蛋白#

!

中性粒细胞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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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炎是病死率和后遗症发生率较高的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性疾病#其预后效果良好与否与治疗有着重要的关系/

!

0

*近

年来由于抗菌药物的使用日渐频繁#导致了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患儿脑脊液改变趋向不典型#同时#由于临床表现特异性不

显著#婴幼儿对于病情的表达又存在障碍#因而#找出有效的判

别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方法十分关键/

"

0

*本研究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脑膜炎患儿静脉血及脑脊

液进行血清降钙素原$

ZW0

&)

W

反应蛋白$

WSZ

&及中性粒细胞

WM')

测定#并观察其效果#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儿科

收治的急性脑膜炎患者
!"#

例#符合化脓性脑膜炎及病毒性脑

炎诊断标准#其中化脓性脑膜炎患儿$化脑组&

'+

例#年龄
"

个

月至
(

岁#平均$

)$"e!$)

&岁%病毒性脑膜炎患儿$病脑组&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

)$#e!$"

&岁%选取非中枢神经系

统疾病患儿$对照组&

'&

例作为对照$对照组&#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

)$+e!$#

&岁/

#

0

*

#

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K

%

&$&+

&#具有可比性*

$$/

!

仪器与试剂
!

本院
WSZ

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

X=

B

>

@

2/

6.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

WSZ

'

(>

E

"

Q

为阳

性%

ZW0

采用酶联荧光分析$

RQG.

&技术#梅里埃
><3<TUM.[

系列仪器)试剂#

ZW0

'

&$+3

E

"

>Q

为阳性%中性粒细胞
WM')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8:Y4-W=<3

!

[4

@

74>:45"&!+

!

T1=$!"

!

\1$!(



检测采用流式细胞分析技术#试剂用荧光抗体$

GU0W Y1264

.37</H2>83WM')

&#流式细胞仪
Wc0XYUW[GW+&&

$美国贝

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提供&*

$$'

!

方法
!

各组患儿分别在入院后
!-

内和入院
!

!

"

周内

采集脑脊液样本及静脉血进行
ZW0

)

WSZ

)

WM')

检测#并进行

脑脊液常规及生化检查#分析
ZW0

)

WSZ

在两组患儿发病初期

的变化及阳性率#并检测急性期与恢复期
ZW0

)

WM')

在化脑

组中的数值变化#与此同时取对照组非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儿童

的样本作为对照指标*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Je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为检验水准#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儿血清降钙素原
ZW0

测定水平比较
!

结果显示#

对照组患儿
ZW0

为$

&$#%e&$!(

&

3

E

"

>Q

*化脑组患儿
ZW0

为$

+!$%"e!&$%)

&

3

E

"

>Q

#明显高于异常界值%病脑组患儿

ZW0

为$

&$()e&$'+

&

3

E

"

>Q

#属于正常范围#且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K

$

&$&+

&*

/$/

!

#

组患儿急性期与恢复期
WSZ

测定水平比较
!

血清和

脑脊液中
WSZ

测定结果显示#化脑组和病脑组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化脑组
WSZ

测定结果又明

显高于病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急性期与恢复

期
WSZ

比较#两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患儿均有恢复期明显低

于急性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儿急性期与恢复期
WSZ

测定

!!!

水平比较%

JeB

+

>

E

(

Q

&

组别
血清

急性期 恢复期

脑脊液

急性期 恢复期

化脑组
("$)!e!!$(! "'$(#e!!$*( ##$&"e%$() !!$'*e%$*"

病脑组
!($*"e'$&* !!$#)e'$*% !&$#)e"$*( +$!#e"$)+

对照组
#$+(e!$)* _ #$*(e!$() _

!!

注!

_

表示无数据*

/$'

!

#

组患儿急性期与恢复期血清中性粒细胞
WM')

测定水

平比较
!

在急性期
WM')

的表达水平#化脑组较病脑组及对照

组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而病脑组和对照

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在恢复期
WM')

的表达水平#化脑组比急性期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

&$&+

&#但仍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

见表
"

*

表
"

!

#

组急性期与恢复期
WM')

测定水平比较

!!

%

JeB

+分子数(细胞数&

组别 急性期 恢复期

化脑组
"!&*e#+* !*#"e)#"

病脑组
!+)#e#(* !+**e"*#

对照组
!)'(e#"# _

!!

注!

_

表示无数据*

/$1

!

两组患儿
ZW0

)

WSZ

的阳性率比较
!

ZW0

阳性率显示#

化脑组阳性患儿
'!

例$

*#$(+,

&明显高于病脑组的
+

例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

WSZ

阳性率显示#化

脑组阳性患儿
"!

例 $

#"$#&,

&#病 脑 组 阳 性 患 儿
!%

例

$

"*$#!,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讨
!!

论

脑膜炎是细菌包绕脊髓和脑的薄膜的严重炎性反应#可引

起小儿脑及神经系统的破坏#治疗不及时会引起小儿脑的永久

性损坏#甚至导致患儿死亡/

)

0

*在疾病的早期诊断中传统的实

验室检
#

各有不足之处#及选择恰当的抗菌药物对治疗疾病

与预后效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降低患儿的风险具有重

大意义#因此#应用炎性指标进行实验室检查的敏感度对于临

床快速诊断儿童感染性脑膜炎的种类十分重要*

ZW0

是血清降钙素的前肽物质#

ZW0

检测方法不但可靠

性强#而且操作简单)用时少#同时#据报道
ZW0

在细菌感染和

非细菌感染时反应明显不同/

+/'

0

*有研究指出#近年来在临床

上细菌和病毒感染的鉴别中#

ZW0

对于细菌感染具有高敏感

性和强特异性#成为此领域研究的热点/

%

0

*

WM')

在外周血中

主要参与吞噬细胞对细菌和免疫复合物的免疫吞噬作用#其免

疫功能在机体中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化脓性脑膜炎患者外

周血中性粒细胞
WM')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病脑组*

WSZ

是

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主要存在于血清中#

WSZ

水

平的升高幅度与感染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是传统上常用的急

性期反应指标/

(

0

*

本研究通过对小儿化脓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膜炎血
ZW0

及
WM')

的检测#并通过与
WSZ

的对比分析#探讨
#

种检测方

法对患儿治疗及预后监测的可行性*试验发现化脓性脑膜炎

组
ZW0

水平及阳性率明显高于病毒性脑膜炎组#而
WSZ

虽在

两组间水平显示有差异#但阳性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

%

&$&+

&*试验结果显示#

WSZ

在细菌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

膜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使作者意识到
WSZ

敏感时间

的局限性*化脓性脑膜炎患者与病毒性脑炎组及对照组的比

较中#血清
WM')

的表达水平高且有显著性%而病毒性脑炎组

患者与对照组比较
WM')

的表达#在急性期与恢复期显示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K

%

&$&+

&#因此提示病毒感染不会引起中性

粒细胞
WM')

表达水平的升高#从而认为
WM')

对于鉴别诊断

化脓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炎具有重要意义#临床上值得推广使

用*

综上#

ZW0

及中性粒细胞
WM')

的检测不但操作简便)特异

性)敏感性强#而且在减少医疗风险和患儿痛苦方面也具有积极

意义#可以成为鉴别小儿早期化脓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炎的重

要指标*同时#可以有效地结合临床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病情)预

后及治疗效果#以便减少抗菌药物乱用#推荐在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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