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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路径的实施可以减少患者手术前准备等待的时

间
!

健康教育路径的实施#让护理人员遵循既定的路径#为患

者实施规范性的护理#缩短了住院时间#降低了医疗费用#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护理工作方式(

4

)

'健康教育路径可满足门诊手

术患者在不同时期的健康需求#患者往往会因手术而产生焦

虑*紧张*恐惧等情绪#给予积极的健康教育指导可以让患者对

每个环节做到心中有数'本研究发现#开展健康教育临床路径

可以减少患者术前准备等待时间#大大提高了整形美容门诊手

术室的整体服务水平'

'(2

!

健康教育路径的实施使医护患
'

者关系更加和谐
!

在当

期医疗改革的背景下#健康教育路径的实施#既是符合/以人为

本0的服务理念#也是贯彻/三好一满意0*实行优质护理服务*

顺应民生的迫切需要(

+

)

'专业的护理人员运用自身的技能和

知识#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指导患者

提高自我康复的能力#不断满足患者的健康需求#不断提高患

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加强沟通#让沟通从心开始#让患者

真正感受到人文关怀#感受到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而

促进医护患
'

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

!

健康教育路径的实施可以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

患者满意

度的高低是护理质量的直接体现#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对开展健

康教育路径的总体满意度比较高#随着优质护理的深入开展#

为患者提供连续性护理服务理念深入人心#科室在制订健康教

育路径时便将连续性护理服务理念植入其中#保证患者在住院

期间得到连续性健康教育(

&

)

'传统的健康教育方式简单*缺乏

系统性*规范性#而根据健康教育路径表对患者进行规范化*系

统化*个性化的健康指导#让患者从不同渠道*多种方式接受到

健康教育的知识#从而有效提高了患者的自我管理健康水平#

增加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依据规范化的健康教育路径

表#可以对患者进行有个性*有目的*有计划的健康指导#避免

了单一*笼统*缺乏规范的教育指导造成知识点的遗漏#从而大

大提高了护理质量和健康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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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联合检测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在先兆流产中的诊断价值

张晓东!杨
!

超!刘薇拉!郝
!

丽

"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联合检测血清
+

5T

岩藻糖苷酶"

/Ze

$%

&

5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5H!0

$和孕酮在先兆流产中的临床价

值&方法
!

选择
$*%1

年
1

月至
$*%,

年
1

月该院收治的
%$*

例异常妊娠患者!按妊娠结局分为妊娠失败组"

1,

例$和继续妊娠组

"

4,

例$&选取该院健康体检孕妇
)*

例为对照组&采用
N9;[BF>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和日立
4)**

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Ze

%

&

5

H!0

和孕酮水平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妊娠失败组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水平低于继续妊娠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

&

5H!0

诊断先兆流产的灵敏度"

4)(%2

$%特异度"

+*(%2

$和准确性"

4$($2

$均优于
/Ze

和孕酮&联合检测血

清
/Ze

%

&

5H!0

和孕酮的灵敏度"

+4(,2

$%特异度"

+4('2

$和准确性"

&)(+2

$均优于单一指标&结论
!

联合检测血清
/Ze

%

&

5

H!0

和孕酮更有助于先兆流产的辅助诊断&

关键词"

+

5T

岩藻糖苷酶#

!

&

5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孕酮#

!

先兆流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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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5&1,,

"

$*%4

$

%*5%1+45*'

!!

先兆流产是妇科常见病#临床表现为少量阴道出血*继而

出现子宫间隙性收缩和阵发性下腹痛等流产表现#继续发展可

导致难免流产(

%

)

'先兆流产在妊娠早期发病率高#可导致新生

儿早产*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听力障碍和死亡(

$5'

)

'目前#早

期先兆流产尚无理想的诊断指标#血清
&

5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

5H!0

&和雌激素常用于先兆流产的辅助诊断#但效果并不理

想(

1

)

'

+

5T

岩藻糖苷酶$

/Ze

&是一种常用于辅助诊断肝癌的

溶酶体酸性水解酶#其在先兆流产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有待深入

研究(

,

)

'因此#本研究以本院收集的
%$*

例先兆流产患者为研

究对象#探讨联合检测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在早期先兆

流产中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共纳入
$*%1

年
1

月到
$*%,

年
1

月本院就诊

的先兆流产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S%

&岁#孕周

%'

!

$4

周'根据疾病的转归将患者分为妊娠失败组
1,

例#包

括难免流产*不全流产%继续妊娠组
4,

例#临床表现为阴道出

血停止#

N

超提示胚胎正常存活#胚芽继续发育'选取本院健

康体检孕妇
)*

例为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S%

&岁#

+

4+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TFPU98!@D>

!

UF

A

$*%4

!

V7@(%1

!

.7(%*



孕周
%,

!

$4

周'所有患者均无肝胆*肾脏疾病*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和肿瘤等'

'

组孕妇年龄及孕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清晨空腹静脉采血
,BT

#

'***C

"

BD>

离心
%*BD>

分离血清'使用
N9;[BF>/;;9EE$

型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
'

组孕妇血清
&

5

H!0

和孕酮水平'使用日立
4)**

生化分析仪检测
'

组孕妇

血清
/Ze

水平'严格按照仪器和试剂说明书操作#室内质控

均在控制范围'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的统计分析均采用
I#II%+(*

软件完

成#计量资料以
OS-

表示'

'

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

间比较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

TI-5?

&检验#以
!

%

*(*,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水平比较
!

对照组和继续

妊娠组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水平均显著高于妊娠失败组

$

!

%

*(*%4

&$

'

组研究对象两两比较#检验水准
+

3*(*,

"

'3

*(*%4

&'对照组与继续妊娠组比较#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

水平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

组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水平比较%

OS-

&

组别
( /Ze

$

e

"

T

&

&

5H!0

$

Oe

"

T

& 孕酮$

>

=

"

BT

&

妊娠失败组
1, %+(1%S+(,$

FP

%%$1(,,S1,'(*+

FP

$*(+*S4(,

FP

继续妊娠组
4, $+(1'S&($4

P

$)1,(%4S)$1(%$

P

14(&'S+(*

P

对照组
)* ',(4*S)(*% ,)%'(4+S,4$()+ +)(%*S%$(*

S %1&(+1 $)$$(,, %&'+(1'

! *(*** *(*** *(***

!!

注!与继续妊娠组比较#

F

!

%

*(*%4

%与对照组比较#

P

!

%

*(*%4

'

/(/

!

联合检查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对先兆流产的诊断

价值比较
!

&

5H!0

诊断先兆流产的灵敏度$

4)(%2

&*特异度

$

+*(%2

&和准确性$

4$($2

&均优于
/Ze

和孕酮'联合检测

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的灵敏度$

+4(,2

&*特异度$

+4('2

&

和准确性$

&)(+2

&均优于单一指标'见表
$

'

表
$

!!

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对先兆流产

!!!

的诊断价值%

2

&

项目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性

/Ze ,,(' 4%(' ),(%

&

5H!0 4)(% +*(% 4%($

孕酮
),(' 41(% )4(,

/Ze\

&

5H!0\

孕酮
+4(, +4(' &)(+

'

!

讨
!!

论

!!

/Ze

是一种溶酶体酸性水解酶#最早发现于细胞溶酶体

中#主要参与含岩藻糖糖类复合物的水解'

/Ze

广泛存在于

人体各组织的细胞溶酶体*体液*胎盘和胎儿组织中#是辅助诊

断肝癌和肝硬化较好的指标(

)

)

'尽管
/Ze

存在于多种组织

中#但
/Ze

在先兆流产中的相关报道却较少见'陆林苑等(

,

)

考察了健康孕妇不同孕周血清
/Ze

水平#发现健康孕妇妊娠

中晚期血清
/Ze

水平显著高于妊娠早期组和对照组'进一

步研究表明#妊娠期孕妇血清
/Ze

水平增高与胎儿生长发育

中胚胎期胎肝*胎肠等组织中富含
/Ze

有关(

4

)

#故监测血清

/Ze

水平为产科医生提供有意义的孕期数据#也为判断
/Ze

与生理妊娠和病理妊娠的关系奠定一定的实验基础'本研究

中#对照组和继续妊娠孕妇组血清
/Ze

水平均显著高于妊娠

失败组#表明血清
/Ze

水平降低可能提示妊娠不良'此外#

血清
/Ze

诊断先兆流产仍具有中等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提示

血清
/Ze

可能是预测先兆流产潜在的标志物'

&

5H!0

是滋养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它刺激卵巢黄体

转变为妊娠黄体以分泌大量的孕酮维持妊娠#同时还能将血中

的胆固醇或孕烯醇酮转变为孕酮'孕酮是一种天然的孕激素#

由卵巢黄体分泌#为维持妊娠所必需'研究表明#孕酮降低可

能发生异常妊娠#与异常妊娠供血不足#造成滋养体细胞活力

下降有关(

+

)

'目前#

&

5H!0

和孕酮常用于辅助诊断先兆流产#

尽管如此单项指标诊断先兆流产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不太理

想(

&

)

'李在容等(

%*

)发现#动态监测血清
&

5H!0

与孕酮水平在

预测和诊断先兆流产中具有重要价值'血清孕酮联合
&

5H!0

检测对早期先兆流产的诊断具有指导意义#可提高检测的准确

性和敏感度(

%%

)

'血清
&

5H!0

*孕酮和雌激素水平联合检测能

够有效反映不同孕周孕妇体内激素增长情况#能够真实*有效

地预测早期先兆流产结局#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

)

'本研究发

现#继续妊娠组血清
&

5H!0

和孕酮水平均显著高于妊娠失败

组#与李在容等(

%*

)和孙晶(

%%

)的研究结果一致'

目前#较少有联合检测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用于先

兆流产的诊断和预测的相关报道'本研究结果初步表明#联合

检测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性均

较为理想#

'

项指标联合检测更有助于先兆流产的辅助诊断'

尽管如此#本研究样本量较为有限*也缺乏不同孕周血清

/Ze

*

&

5H!0

和孕酮的数据对比分析#故本试验结论仍有一定

的局限性#还需大样本深入研究和后续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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