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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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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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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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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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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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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Q6

循环在静脉输液病人管理

中的应用+

Z

,

.

护理管理杂志#

3%%A

#

A

$

$

%!

$"!$$.

+

--

,鲁晓红
.

住院患者静脉输液滴注药物速度的遵医行为调

查+

Z

,

.

当代护士#

3%-#

#

-&

$

$

%!

3X!3B.

$收稿日期!

3%-#!%$!3%

!!

修回日期!

3%-#!%A!-#

%

!临床探讨!

广州婴幼儿
CVRQ)

检测结果及感染病例分析

吴春燕!李泽泳"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广州
!

#-%"-A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回顾性分析该院患儿
CVRQ)

感染情况和疾病分布!了解该地区婴幼儿早期感染

CVRQ)

情况!为临床优生优育提供参考$方法
!

选取该院
3%%B

年
-

月至
3%-#

年
&

月可疑感染的患儿
3""3

例!

分离其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
CVRQ)$

项病原体的抗体
'

8

U

!收集抗体
-

项或以上阳性患儿的临

床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共检出
CVRQ)

阳性标本
X3

例!其中弓形虫"

CV̀

#抗体阳性
-

例"

-.33T

#!风疹

病毒"

R+

#抗体阳性
-#

例"

-X.3BT

#!巨细胞病毒"

QU+

#抗体阳性
&#

例"

AB.3AT

#!单纯疱疹病毒"

)5+

#抗体阳性

-

例"

-.33T

#%患儿并发症以肺炎!高胆红素血症!肝炎综合征和贫血为主%男性患儿感染
QU+

的概率为
3.%&T

!

高于女性患儿的
%.A"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广州地区婴幼儿
CVRQ)

感染以
QU+

为主!性别

对
QU+

易感性有明显差异!

CVRQ)

感染并发症主要是肺炎'高胆红素血症!肝炎综合征和贫血$

"关键词#

!

婴幼儿%

!

巨细胞病毒%

!

风疹病毒%

!

单纯疱疹病毒%

!

弓形虫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A3!B$##

"

3%-&

#

%3!%3#%!%"

!!

CVRQ)

指可导致先天性宫内感染及围生期感染而引起

围生儿畸形的病原体#它是一组病原微生物的英文名称缩写组

成#代表弓形虫$

CV̀

%*风疹病毒$

R+

%*巨细胞病毒$

QU+

%*

单纯疱疹病毒$

)5+

%)有研究报道#广东地区孕妇检查

CVRQ)

阳性检出率约为
--T

+

-

,

)由于
'

8

U

阳性是现症感染

的重要标志#对婴幼儿
CVRQ)

的血清
'

8

U

检测#是婴幼儿感

染
CVRQ)

一个重要筛查指标#便于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对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有重大意义+

3!"

,

)为了解本地区

婴幼儿早期感染
CVRQ)

情况#作者对本院
3%%B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
3""3

例住院患儿进行血清
CVRQ)

抗体

'

8

U

检测并对感染患儿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3%%B

年
-

月至
3%-#

年
&

月本院儿科收

治的
3""3

例住院患儿#检测出
CVRQ)

阳性患儿
X3

例#其中

男
&-

例#女
3-

例(年龄
-K

至
3

岁
X

个月#中位年龄
".#

个月(

足月儿
&&

例#早产儿
-#

例#过期产
-

例(平均出生体质量
$.&$

H

8

#体质量
&

3.#H

8

&"

例#体质量
$

3.#H

8

-B

例)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亚特斯生物技术公司酶联免疫吸附试

剂盒检测血清
CV̀ !'

8

U

*

R+!'

8

U

*

QU+!'

8

U

和
)5+!'

8

U

(试

剂盒内附标准品*阳性质控和阴性质控#浓缩洗涤液#具体实验

操作和结果判读按试剂盒说明进行)仪器采用
*<>C1H4(̀ #%

洗板机$美国宝特公司#

4̀ (#%X

%(

*<>C1H4(̀ X%%

酶标仪$美

国宝特公司#

4̀ (X%%

%)

$.'

!

方法
!

抽取患儿静脉血#若未能及时检测的标本分离得

到血清#置于
$W

冰箱保存#

$XF

内完成检测)标本作
-%%

倍

稀释$

-%

"

(

血清
_-%%%

"

(

稀释液%后取
-%%

"

(

于包被板

中#为避免温浴时发生蒸发#包被板盖上盖子#置
"AW

水浴箱

温浴
-F

#洗板
#

次#每次震荡
"7

#每孔加入酶标志物
-%%

"

(

#

包被板盖上盖子#置
"AW

水浴箱温浴
-F

#洗板
&

次#每次震荡

"7

#用
*<>C1H4(̀ X%%

酶标仪读板#

$#%=;

为检测波长#

&"%

=;

为背景波长)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B.%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7F1@

确切概率法#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儿
CVRQ)

血清
'

8

U

检测结果
!

3""3

例患儿感染

CVRQ)X3

例#

-

例
CV̀

阳性 $

%.%$T

%#

-#

例
R+

阳性

$

%.&$T

%#

&#

例
QU+

阳 性 $

3.ABT

%#

-

例
)5+

阳 性

$

%.%$T

%)

X3

例
CVRQ)

血清
'

8

U

检测阳性结果中#

CV̀ !

'

8

U

阳性占
-.33T

#

R+!'

8

U

阳性占
-X.3BT

#

QU+!'

8

U

阳性

占
AB.3AT

#

)5+!'

8

U

阳性占
-.33T

)其中#混合感染
QU+

和
R+3

例#混合感染
QU+

*

R+

和
)5+-

例)

/./

!

CVRQ)

阳性患儿出生情况分布
!

大部分
CVRQ)

血清

'

8

U

阳性患儿为足月产#约
3%T

患儿为早产儿)早产患儿中

X%T

感染
QU+

)见表
-

)

/.'

!

感染
CVRQ)

患儿性别比较
!

CVRQ)

血清
'

8

U

阳性

患儿中#男性
QU+

感染率为
3.%&T

#女性
QU+

感染率为

%.A"T

#男性患儿感染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3

)

/.1

!

感染
CVRQ)

患儿并发症情况
!

收集每例患儿临床资

料#按并发症主要受累系统进行统计分析#多数患儿有
"

种以

上并发症#其中以肺炎$

-X.$%T

%*高胆红素血症$

-&.%"T

%*肝

炎综合征$

X.$BT

%和贫血$

X.$BT

%为主)

QU+

阳性患儿并发

症多数发生在消化系统$

"3.AT

%#

R+

阳性者并发症主要累及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INU1KQE<=

!

ZI=/I@

M

3%-&

!

+>E.-"

!

:>.3



呼吸系统$

"3.$T

%)

表
-

!

CVRQ)

阳性患儿出生情况分布)

'

%

T

(*

项目
'

早产
!

足月
!

过期产
!

CV̀ - %

$

%.%

%

-

$

-%%.%

%

%

$

%.%

%

R+ -# "

$

3%.%

%

-3

$

X%.%

%

%

$

%.%

%

QU+ &# -3

$

-X.#

%

#3

$

X%.%

%

-

$

-.#

%

)5+ - %

$

%.%

%

-

$

-%%.%

%

%

$

%.%

%

表
3

!

感染
CVRQ)

患儿性别分布)

'

%

T

(*

项目
男

阳性 阴性

女

阳性 阴性
B

CV̀ -

$

%.%$

%

-$3-

$

&%.B"

%

%

$

%.%%

%

B-%

$

"B.%"

%

%.$3%

R+ --

$

%.$A

%

-"$&

$

#A.A3

%

$

$

%.-A

%

BA-

$

$-.&$

%

%.3"%

QU+ $X

$

3.%&

%

-"&&

$

#X.#X

%

-A

$

%.A3

%

B%-

$

"X.&$

%

%.%3A

)5+ -

$

%.%$

%

-$3%

$

&%.XB

%

%

$

%.%%

%

B--

$

"B.%A

%

%.$3%

'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儿
CV̀

*

R+

*

QU+

和
)5+

的感染率

分别是
%.%$T

*

%.&$T

*

3.ABT

和
%.%$T

#与丁睿等+

"

,报道的

同期本地区的研究结果$

%.3%T

*

%.-%T

*

%.B%T

*

%.%BT

%相比

不同#与同期本地区另一个研究$

%.-AT

*

%.#AT

*

-.3&T

*

%.-AT

%

+

$

,

*江浙地区$新昌!

%.%%T

*

%.3XT

*

&.A3T

*

%.X$T

(

义乌!

%.3%T

*

%.#"T

*

$.-3T

*

%.""T

%

+

#!&

,和华北地区$临汾!

%.%%T

*

-.%AT

*

3.X#T

*

%.%%T

%

+

A

,报道相近#与西北地区$宁

夏!

%.%%T

*

-.#3T

*

--.#AT

*

3.X-T

(延安!

%.-XT

*

%.%%T

*

&.B-T

*

%."#T

%

+

X!B

,相比较低)在
CVRQ)

感染患儿中#

QU+

检出率最高#与本地区报道相符+

"!$

,

#提示婴幼儿感染
CVRQ)

以
QU+

为主#有调查显示亚洲地区的垂直
CVRQ)

感染率较

高+

-%

,

#应加强对孕产妇
QU+

的筛查和婴幼儿的早筛查*早诊

断)还有调查显示我国西北牧区孕妇
CV̀

检出率较高#这与

其人兽共患的流行特点相关+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CVRQ)

感染患儿中男性多于女性#与

本地区另一研究结果一致+

$

,

#男性患儿更容易染
CVRQ)

)其

中#感染
QU+

的男性和女性的感染率分别是
3.%&T

和

%.A"T

#不同性别感染
Q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证明本地区的男孩更容易感染
QU+

)感染
CV̀

的患儿是
-

例
-%

月大男婴#足月产#出生时没有明显病症#并发症是特发

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不排除后天感染)感染
R+

的
-#

例患

儿中
--

例是男性#并发症以累及呼吸系统较多#有
"

例患儿出

现严重的先天性缺陷#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白内障和脑发育不

全)感染
)5+

的患儿为足月产男婴#合并感染
R+

和
QU+

#

并发症有败血症*贫血*高胆红素血症及肺炎#病情严重#经过

积极的抗感染治疗和温箱等生命支持#最终脱离危险)

CV̀

*

R+

*

)5+

的感染患儿例数少#在不同性别之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B

%

%.%#

%)有研究报道早产儿具有高风险感染

率+

-3

,

#但在本调查中
CVRQ)

阳性患儿中只有
-#

例是早产

儿#早产儿先天免疫力低下#感染概率大#而足月儿也有可能通

过垂直感染和围生期感染#因此不能忽视对足月儿
CVRQ)

的筛查)

本研究结果显示#

CVRQ)

患儿的并发症主要分布在呼吸

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和神经系统#最常见并发症前
$

位分

别是肺炎*高胆红素血症*肝炎综合征*贫血#与我国其他地区

的报道结果相似+

#!B

,

)其中#感染病毒不同#患儿临床表现有所

不同#

QU+

感染患儿主要累及消化系统$

"3.AT

%#与
)1=!

K@<H7

等+

-"

,的报道相似#总体上
QU+

感染患儿并发症最多#提

示感染
QU+

的患儿临床症状最严重)

R+

感染患儿主要引起

呼吸系统疾病$

"3.$T

%)本研究发现约
3%T

患儿为早产儿#

早产儿肺发育不完全#免疫力下降#出生后极可能引起肺部感

染#部分患儿母亲没有定期孕检随访#提示有部分患儿通过垂

直感染的)感染
CV̀

患儿出现血小板降低现象#可能与患儿

体内产生弓形虫
'

8

2

抗体后#血小板表面包被血小板相关抗体

$

P6'

8

2

%增加#引起吞噬细胞破坏有关+

-$

,

)感染
)5+

患儿混

合感染
QU+

和
R+

#疾病分布呈多样性)

*<7LI7

等+

-#

,和

UI@?<=17

等+

-&

,的调查同时指出
CVRQ)

感染是婴幼儿先天性

耳聋的一个独立危险因子#而
\I;I;>?>

等+

-A

,报道指出#

QU+

感染患儿出现胎儿生长受限#因此应该重视婴幼儿
CVRQ)

感染的诊治)

本研究收集了可疑感染
CVRQ)

的血清标本
3""3

例#检

测出
X3

份阳性标本)一方面#因本院阳性标本数量相对较少#

尤其是
CV̀

和
)5+

感染患儿数只有
-

例#并不能代表本地

区的实际感染人数#随着优生优育的宣传和便民的政策逐渐普

及#积极开展
CVRQ)

检查将会发现更多的患儿并提供及时

的医治)另一方面#本院坚持开展孕前*孕期
CVRQ)

筛查#孕

前妇女
'

8

2

阴性且
'

8

U

阴性可选择接种疫苗后怀孕#对孕产

妇免疫情况做监测#发现
'

8

2

阳性且
'

8

U

阳性和
'

8

2

阴性

'

8

U

阳性的孕妇做病毒核酸检测#以及采取药物阻断#因此降

低了新生儿
CVRQ)

宫内感染概率)

综上所述#本地区
CVRQ)

感染率与其他地区相近#比部

分地区稍低#

QU+

感染率最高#患儿疾病中以肺炎*高胆红素

血症*肝炎综合征和贫血为主)应建立实验室监测孕妇

CVRQ)

程序+

-X

,

#改善实验条件提高检测准确率#以有效降低

患儿感染
CVRQ)

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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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联合检测
9!

二聚体"

9!9

#!纤维蛋白原"

b'*

#!同型半胱氨酸"

)0

M

#及超敏
Q

反应蛋白"

F7!

QRP

#在冠心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3%-$

年
-

月至
3%-#

年
#

月该院心内科收治的
3A3

例冠心病

患者为疾病组!根据检查结果分为
"

个亚组!其中稳定型心绞痛"

56P

#组
B%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6̂P

#组
B%

例和

急性心肌梗死"

6U'

#组
B3

例%选取同期该院健康体检人群
-%%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测定各组对象的血浆
9!9

'

b'*

水平!血清
)0

M

及全血
F7!QRP

水平$结果
!

56P

组'

6̂P

组'

6U'

组的
9!9

'

b'*

'

)0

M

及
F7!QRP

的水平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6U'

组心功能
c<EE<

,

分级比较!随着
c<EE<

,

分级的增加!

6U'

患者
9!9

'

b'*

'

)0

M

及
F7!QRP

水平亦逐渐升高!其中
9!9

'

b'*

和
)0

M

水平在
$

级和
%

级'

.

级和
%

级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B

$

%.%#

#!但是
F7!QRP

在各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联合检测
9!9

'

b'*

'

)0

M

及
F7!QRP$

项

指标可提高冠心病早期诊断的阳性率$结论
!

9!9

'

b'*

'

)0

M

及
F7!QRP$

个实验室指标与冠心病密切相关!联合

检测该
$

项指标有助于冠心病患者的早期诊断$

"关键词#

!

冠心病%

!

9!

二聚体%

!

纤维蛋白原%

!

同型半胱氨酸%

!

超敏
Q

反应蛋白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A3!B$##

"

3%-&

#

%3!%3#3!%"

!!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使血

管腔狭窄或阻塞和$或%因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痉挛%导致心

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病#简称冠心病+

-

,

)近年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冠心病在我国的

发病率逐年增加)因此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研究已成为热点)

有研究表明#冠心病是慢性炎症*血脂异常及凝血
!

纤溶功能改

变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相关实验室指标#如
9!

二

聚体$

9!9

%*同型半胱氨酸$

)0

M

%的检测可为冠心病早期诊断

提供依据)本文通过观察广西北部湾地区
3A3

例冠心病患者

的
9!9

*纤维蛋白原$

b'*

%*

)0

M

及超敏
Q

反应蛋白$

F7!QRP

%

等
$

个指标的水平变化#探讨其在冠心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3%-$

年
-

月至
3%-#

年
#

月本院心内科

收治的冠心病患者共
3A3

例作为疾病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3

!

X#

岁#平均年龄
&&

岁)根据患者的病史及

体格检查#心电图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冠状动脉造影等将疾病

组分为
"

个亚组#即稳定型心绞痛$

56P

%组
B%

例#不稳定型心

绞痛$

6̂P

%组
B%

例及急性心肌梗死$

6U'

%组
B3

例)诊断符

合2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诊断与治疗指南3

+

3

,

*2不稳定性心绞痛

和非
5C

段抬高心肌梗死诊断与治疗指南3

+

"

,

*2急性心肌梗死

诊断和治疗指南3

+

$

,

)另选择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

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女各
#%

例#年龄
$%

!

X&

岁#平均年龄
&"

岁)所有入选对象均排除先天性心脏病#心瓣

膜病#心肌病#糖尿病#高血压病#肝*肾疾病#血液病#脑梗死#

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各组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具有可比性)

$./

!

仪器与试剂
!

血浆
9!9

及
b'*

水平的测定采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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