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能使产妇不断地感受着来自母亲的温暖#利于其正面情感

状况的形成与构建(

**

)

'$

,

%通过母婴同室照护#能更多地为产

妇营造一个亲情交融的氛围#为其创造一个相互独处的机会#

使产妇在与新生儿相互接触的肢体感触中#感受到更多的情感

关怀#利于母子之间默契感的培养'在双方相互接触的过程

中#产妇通过拥抱*亲吻#以及抚触新生儿#也能使其达到情绪

镇静的目的和效果(

*2

)

'$

:

%心理疏导是为产妇提供一个情绪

疏导的窗口#让其将心中的委屈以及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予

以宣泄#这能保证其内心心境的平和'而护士在这个过程中#

既要扮演好一名倾听者#又要扮演好一名干预者#以换位思考

的视角为切入点#引导产妇宣泄心中的不快#并帮助其产生正

性情绪'伴随着上述干预措施的有效落实#研究组初产妇的产

后抑郁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

这与上述分析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应用于初产妇#有助于减轻

其产后焦虑*抑郁情绪#且能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取得较

为可观的临床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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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PLO

患者
Y!.'

水平变化在控制性超排卵过程中的意义"

刘
!

倩!李冬月!赵
!

丹!张
!

倩!刘
!

伟!刘小青!李
!

力#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东院妇产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

(PLO

$患者抑制素
'

"

Y!.'

$水平变化在控制性超排卵过程中的意义%方法
!

随机选

取
-+

例
(PLO

患者纳入观察组!再选取同期健康体检的
:+

例健康女性纳入对照组!检测
Y!.'

水平变化对超排卵过程的影响%

结果
!

观察组患者在月经周期
2

!

,I

&接受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第
3

天
Y!.'

水平分别为"

*3,7+*Q,*72-

$&"

34:724Q2-74)

$

$A

#

FS

!与对照组的"

*+27:3Q2,7:9

$&"

,2*7,:Q2,799

$

$A

#

FS

相比!明显升高"

"

$

+7+3

$%观察组亚组
'

组患者的排卵数量为

"

*)7+3Q,7:3

$个!可移植胚胎数量为"

*:7,:Q*73)

$个!与观察组亚组
8

组患者的"

**74)Q273:

$&"

47,:Q*7,9

$个相比!明显增

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结论
!

(PLO

患者
Y!.'

水平变化在控制性超排卵过程中的意义显著!有利于监测排卵数量%

关键词"多囊卵巢综合征'

!

抑制素
'

'

!

超排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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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4)2#9:33

"

2+*)

$

*)#239)#+,

!!

多囊卵巢综合征$

(PLO

%是常见的内分泌功能异常性疾

病#是大多数育龄期妇女不孕或月经不调的主要发病因素#其

基本临床病理特征多为卵巢的异常多囊形态及高雄激素血症#

对女性的身体及心理健康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

)

'临床上#

该病主要表现为肥胖*月经不规律*无排卵等症状#且随着病情

的发展#逐渐涉及患者的下丘脑
#

垂体轴的调节功能#以及神经

中枢系统的正常功能#并受到遗传*激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

致患者的卵泡发育障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2

)

'健康女性体

内抑制素
'

$

Y!.'

%水平在排卵过程早期*中期时迅速升高#在

卵泡刺激素$

/O.

%开始上升后的
2I

内达到高峰#其后一直维

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在月经周期中#

Y!.'

只有一个高峰

期(

,

)

'本研究为进一步探讨
(PLO

患者
Y!.'

水平变化在控

制性超排卵过程中的意义#特选取
-+

例女性患者资料进行分

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2+*:

年
,

月至
2+*4

年
,

月本院收

-

)93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9

月第
*:

卷第
*)

期
!

SB1T>IPD;<

!

O>

$

@>F1>%2+*)

!

U&D7*:

!

!&7*)

"

基金项目!河北省保定市科技局基金资助项目$

*4_/++)

%'

#

!

通信作者#

0#FB;D

!

,44:-+:3

"XX

7H&F

'



治的
-+

例
(PLO

患者纳入观察组#再选取同期健康体检的
:+

例健康女性纳入对照组'观察组年龄
22

!

,3

岁#平均

$

2)7+*Q:7,3

%岁'入组标准!$

*

%处于育龄期的女性#存在严

重无排卵*月经稀少*闭经等临床症状&$

2

%患者存在肥胖*痤

疮*多毛等雄激素过多的表现&$

,

%超声检查结果显示卵巢呈现

多囊状态'按照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后患者体内的
Y!.'

水平#将观察组患者分为
8

*

'

组
2

个亚组#每组各
:+

例&其中

8

组患者的
Y!.'

水平
'

3+

$A

"

FS

#

'

组患者的
Y!.'

水

平
%

3+

$A

"

FS

'对照组年龄
2*

!

,:

岁#平均$

2-7+*Q:7*-

%

岁'入组标准!$

*

%月经周期规律#未见多毛*痤疮等雄激素异

常的临床症状&$

2

%激素水平在正常范围内&$

,

%超声检查显示

卵巢形态正常#未见多囊卵巢'本研究通过了本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受试者及其家属均对本研究目的和方法知情同

意#自愿参与本研究并主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观察组与对照

组在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3

%#具有可

比性'

$7/

!

方法
!

(PLO

患者采用双压降调解的卵巢刺激方案#月

经第
,

天开始服用达英
#,3

#

*

片#每天
*

次#共
2*I

#自服用达

英
#,3

的第
*3

天起开始皮下注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

达必佳#

+7+3F

A

#每天
*

次#共
*:I

'待达到垂体降调节标准

$

/O.

$

3FYc

"

FS

*

S.

$

3FYc

"

FS

*雌激素
$

3+

$A

"

FS

%后

开始启用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对照组采用黄体期短效长方案#

即排卵后
)I

$黄体中期%皮下注射达必佳
+7+3F

A

每天
*

次#

共
*:I

'待达到垂体降调节标准后同样开始启用外源性促性

腺激素'本研究使用的外源性促性腺激素为人基因重组
/O.

或尿
/O.

'根据受试对象的年龄*基础血清
/O.

水平*卵巢

的基础窦状卵泡数量及其体质量指数等决定外源性促性腺激

素的启动剂量#并根据卵泡的生长情况适时调节外源性促性腺

激素的使用剂量'

所有标本检测均采用美国
b0OS

公司酶链免疫吸附试验

$

0SYO8

%试剂盒及
0SYO8

双应用夹心法#

"T'

显色#并应用

,)g

恒温箱放置以上标本待测'具体步骤如下!$

*

%首先应在

反应板上作好详细标记&$

2

%在反应板上相应的孔中加入待测

标本及标准品质控#每孔加入
*++

*

S

缓冲液#以
3++

!

)++

%

"

F;<

的速度振荡#将反应板放入
23g

的暖箱中#孵育
*C

&$

,

%

持续应用洗液对反应板冲洗共
3

次#每次持续
,+?

#利用吸水

材料拍干反应板&$

:

%将抗体
#

生物素结合物溶液
*++

*

S

加入

到反应板上相应的孔中#同样以
3++

!

)++%

"

F;<

的速度振荡#

再次将反应板放入
23g

的暖箱中#孵育
*C

&$

3

%再次持续应用

洗液对反应板冲洗共
3

次#每次持续
,+?

#利用吸水材料拍干

反应板&$

4

%将
*++

*

S

酶结合物溶液加入反应板的相应孔中#

再次以
3++

!

)++%

"

F;<

的速度振荡#并将反应板置于入
23g

的暖箱中#孵育
*C

&根据计算的每对标准品的平均吸光度值绘

制标准曲线#确定每一份标本的
Y!.'

水平'

$7'

!

观察指标
!

$

*

%观察与统计两组在月经周期
2

!

,I

*接受

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第
3

天时体内的
Y!.'

水平'$

2

%统计

观察组
8

*

'

两亚组患者的排卵数量及可移植胚胎数量情况'

$7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97+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IQ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2 检验#以
"

$

+7+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两组体内
Y!.'

水平比较
!

观察组患者在月经周期
2

!

,I

*接受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第
3

天时
Y!.'

水平与对照

组相比#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体内
Y!.'

水平比较#

IQF

$

$A

'

FS

%

组别
'

月经周期
2

!

,I

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第
3

天

对照组
:+ *+27:3Q2,7:9 ,2*7,:Q2,799

观察组
-+ *3,7+*Q,*72- 34:724Q2-74)

> 97+, :47+-

" +7++ +7++

/7/

!

观察组两个亚组患者排卵数量及可移植胚胎数量比

较
!

'

组患者的排卵数量及可移植胚胎数量与
8

组比较#明显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3

%'见表
2

'

表
2

!!

观察组两个亚组患者排卵数量及可移植胚胎

!!!

数量比较#

IQF

$个%

组别
'

排卵数量 可移植胚胎数量

8

组
:+ **74)Q273: 47,:Q*7,9

'

组
:+ *)7+3Q,7:3 *:7,:Q*73)

> )79: 2:7*,

" +7++ +7++

'

!

讨
!!

论

!!

(PLO

主要是育龄期女性多发的内分泌系统疾病#其临床

症状高度多样#在育龄期女性中发病率可高达
3N

!

*+N

#主

要占无排卵性不孕症患者的
)3N

以上#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造

成了严重的损伤(

:

)

'

(PLO

患者在发病早期主要表现为原始

卵泡形成异常#且小窦状卵泡数量庞大#优势卵泡选择障碍及

小卵泡过度发育等#是女性患者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

3

)

'针对

反复性促排卵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可选择外源性促性腺激素

刺激的方式增加其排卵数量#选择一定数量的优质卵子与精子

结合形成受精卵#再移植入患者的体内#是女性患者再次妊娠

的重要方式'因此#为解决这一困扰广大女性患者的问题#本

研究对
(PLO

发生*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并探讨
Y!.'

水平变

化与该疾病之间的联系'

抑制素$

Y!.

%是转化生长因子
#

$

超家族的一员#是一种多

肽糖蛋白#主要由卵巢颗粒细胞分泌#因具有抑制垂体细胞合

成和分泌
/O.

的能力#对生殖具有内分泌*旁分泌和自分泌的

调节作用'

Y!.

在月经周期中有明显的波动(

4

)

'

Y!.

由
#

及

$

亚单位通过双硫键组成#其中因
$

亚单位分为两型$

$

B

和

$

1

%#将
Y!.

分为
Y!.8

和
Y!.'

'有学者研究发现小窦状卵

泡$直径
'

2FF

%中已有
Y!.8

及
Y!.'

的分泌#但以分泌

Y!.'

为主(

)

)

'因此#可以认为
Y!.'

为
Y!.

在早卵泡期的

存在形式#便于临床研究与应用'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在

月经周期
2

!

,I

*接受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第
3

天时
Y!.'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

"

$

+7+3

%'

'

组患者的排卵数量

及可移植胚胎数量与
8

组患者相比#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7+3

%'

Y!.'

主要是一种由小窦状卵泡中的颗粒细

胞分泌出的糖蛋白激素物质#其主要临床作用是对
/O.

的分

泌及合成过程有选择性的调节效果#并且在促排卵过程中
Y!#

.'

水平极大增加#反映出了患者卵泡在排卵期间的正常状

态#以及对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状态下的正常反应能力

等(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当月经周期的
2

!

,I

#患者
Y!.'

水

平在此时开始升高#并在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下的第
3

天达

到最高水平&且患者血清
Y!.'

水平与外源性促性腺激素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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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存在明显的关联'

血清
Y!.'

水平在早*中卵泡期迅速升高#至
/O.

上升后

2I

升至高峰#后维持较低水平至黄体期#可见血清
Y!.'

水

平只有一个高峰'早*中卵泡期
Y!.'

水平升高可能与小窦状

卵泡的产生有关#它参与了晚卵泡期对
/O.

的降调作用#而

/O.

的下降对优势卵泡的选择和非优势卵泡的闭锁有重要意

义(

9

)

'

(PLO

患者卵泡液中
Y!.'

是
Y!.

的主要形式'对患

者机体中
Y!.'

水平的研究发现#其水平变化与卵巢排卵功能

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提示
Y!.'

检测应合理地应用于
(PLO

临床诊治过程#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

)

'

综上所述#

(PLO

患者
Y!.'

水平变化在控制性超排卵过

程中#有着极其明显的作用#有利于监测患者的排卵数量#指导

激素治疗的使用量#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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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

丁
!

爽!蒋清清!马
!

萍!张
!

倩#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江苏徐州
22*++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在粪便检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采集该院
2+*4

年
4

月
*,62+

日

3++

例住院患者粪便常规标本!分别用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及人工法进行检测!以人工检测为金标准!评价仪器在粪便常

规检测中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自动分析结果与人工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结果
!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理学指标"颜

色&性状$的灵敏度为
+7):*

!特异度为
+7992

!符合率为
9)7-N

'仪器自动检测
L'

卡的灵敏度为
+79-4

!特异度为
+7993

!符合率为

997:N

'仪器自动显微镜检查红细胞&白细胞&虫卵&真菌的灵敏度分别为
+79,,

&

+7))-

&

+73++

&

+744)

!特异度分别为
+79-4

&

*7+++

&

+799-

&

+7992

!符合率分别为
9-7:N

&

9974N

&

9974N

&

997+N

%结论
!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设计较完善!自动化程度高!检

测速度较快%该仪器实验规范!操作方便!结果可靠!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粪便常规'

!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

!

符合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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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4)2#9:33

"

2+*)

$

*)#2399#+,

!!

粪便常规为临床三大常规之一#是就诊患者的必检项

目(

*

)

#主要由粪便理学检验*隐血试验*有形成分镜检
,

个部分

组成'目前#国内大多数医院粪便常规还是通过人工法来进行

检测'人工法标本大多通过广口采样杯收集#粪便标本气味难

闻#感官上让人难以接受#临床实验室操作人员不愿做*也不想

做#局限了其在临床诊断中应用而使检出率不断降低(

2

)

&操作

人员必须近距离接触标本#易交叉污染#生物安全风险极高&同

时检验结果受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经验*责任心等主观因素

的影响#难以标准化和规范化'本研究旨在探讨爱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生产研发的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方

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可靠性#探讨其在粪便常规检测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收集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4

年
4

月
*,6

2+

日住院患者粪便常规检验标本
3++

例#其中男
24*

例#女

2,9

例'

$7/

!

仪器与试剂
!

粪便常规检查仪器由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的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使用原装配套试剂与

耗材'显微镜为奥林巴斯光学显微镜#人工法使用的
L'

检测

纸条由万华普曼公司提供#镜检所用试剂主要为
+79N

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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