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学意义$

O

'

%*%/

%#短时间内两者的差别并不大&观察组

术后
$,

'

#$;

创面愈合缩小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O

#

%*%/

%#显示了紫草油与康复新液联合使用有利于患者

的创面愈合*观察组患者术后
$

'

#$;

创面疼痛评分与对照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O

'

%*%/

%#而
"

'

$,;

创面疼痛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观察组患者术后

"

'

$,;

创面肉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观察组总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O

#

%*%/

%&两组患者均无不良反应*本研究与殷玉梅(

$/

)

的研究一致#显示了紫草油联合康复新液的良好治疗效果#可

以有效缩短患者疼痛时间'创面愈合时间及有利于肉芽的生

长*

综上所述#紫草油联合康复新液治疗肛周脓肿患者术后创

面愈合有效率高#创面愈合快#疼痛评分低#安全性高#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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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抗心磷脂抗体与抗子宫内膜抗体在反复自然流产中的诊断分析

马开慧!陈婷婷!应菲菲

"江苏省盐城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反复自然流产"

[N6

#患者抗心磷脂抗体"

6!6

#与抗子宫内膜抗体"

L36B

#指标的临床意义$方法
!

收

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1+

例
[N6

患者作为
[N6

组!同时选取
/%

例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
6!6

'

L36B

阳性率$根据自然流产次数!将
[N6

组患者分为自然流产
.

次组与自然流产
'

.

次组!比较组间
6!6

'

L36B

阳性率$结

果
!

与对照组相比!

[N6

组患者
6!6

'

L36B

阳性率明显升高!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与自然流产
.

次组相

比!自然流产
'

.

次组患者
6!6

'

L36B

阳性率明显升高!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结论
!

[N6

组患者
6!6

'

L36B

阳性率明显升高!且随着流产次数的增加而升高$

[N6

患者应常规检查
6!6

'

L36B

!并纠正抗体阳性状态!以提高妊娠

成功率$

关键词"反复自然流产*

!

抗心磷脂抗体*

!

抗子宫内膜抗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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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1,//

"

#%$"

#

#%).%&.)%.

!!

反复自然流产$

[N6

%是指连续
.

次及以上在妊娠
#&

周前

发生的自然流产#属于不育症的范畴#发病机制复杂多样#与遗

传'感染'解剖'免疫'内分泌等因素相关#采用黄体酮等传统治

疗方法疗效不甚理想(

$)#

)

*相关文献报道#

.%-

!

"%-

的
[N6

患者与免疫功能异常相关(

.

)

*因此#探讨
[N6

发生相关抗体

对阐明疾病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临床意义#而且可能为该疾病

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1+

例
[N6

患

者的临床资料#探讨了抗心磷脂抗体$

6!6

%与抗子宫内膜抗

体$

L36B

%在
[N6

中的临床意义#为
[N6

的发病机制及治疗

进一步提供相关临床证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1+

例
[N6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N6

组%#同时选取
/%

例健康

孕妇作为对照组*

[N6

组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流产次数
.

!

/

次#平均$

.*$$`$*$#

%次*同时选取

/%

例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 .*&

%

岁*

[N6

组患者分自然流产
.

次组与自然流产
'

.

组#自然流

产
.

次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自然流

产
'

.

次组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 ,*.

%岁*所有

入选
[N6

组患者均排除染色体异常'配偶精液异常'生殖系统

解剖异常'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感染性疾病等患者*各组研

究对象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采集
[N6

组及对照组受试者空腹外周静脉血约

/35

#离心后分离得到血清#不能当天检测的血清标本可置于

冰箱中保存#最长保持时间不超过
/;

*检测
6!6

的血清保

存温度为
#

!

& _

#检测
L36B

的血清保存温度为
P, _

*

6!6

抗体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购自深圳亚辉

龙生物技术公司#深圳亚辉龙生物科技公司的
TZOSZ

免疫分

析仪%*进行检测时#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每次操作

时都增加空白对照孔及阴性'阳性质控孔#确保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

L36B

采用胶体金法检测$试剂盒购自潍坊市康华生物

技术公司%*

O

4

X

或
O

4

U

阳性均判定
6!6

或者
L36B

阳性*

记录检测结果#计算每组中
6!6

'

L36B

阳性率#并进行组间

比较*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1*%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以(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O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N6

组与对照组
6!6

'

L36B

阳性率比较
!

与对照组相

比#

[N6

组
6!6

'

L36B

阳性率明显升高#组间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0#$*"&"

'

$1*1&&

#

O

#

%*%/

%*见表
$

*

表
$

!!

[N6

组与对照组
6!6

'

L36B

阳性率比较(

.

#

-

&)

组别
. 6!6 L36B

[N6

组
1+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不同流产次数组
6!6

'

L36B

阳性率比较
!

与自然流产

.

次组相比#自然流产
'

.

次组患者
6!6

'

L36B

阳性率明显

升高#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

+*/&.

#

O

#

%*%/

%*见表
#

*

表
#

!!

不同流产次数组
6!6

'

L36B

阳性率比较 (

.

#

-

&)

组别
. 6!6 L36B

自然流产
.

次
.+ "

$

$1*,

%

1

$

#/*%

%

自然流产
'

.

次
+% .%

$

/%*%

%

.$

$

/$*"

%

'

!

讨
!!

论

!!

妊娠是一个健康的复杂生理过程#而自然流产是指胚胎在

#&

周以前或者胚胎体质量在
$F

4

以下自动停止发育的病理过

程*当自然流产连续发生
.

次及以上时#则称为
[N6

(

,)/

)

*在

妇产科领域#

[N6

属于常见疾病#是妊娠的常见并发症#对患

者的身心健康及家庭和谐极为不利#困扰着约
#-

!

/-

的育

龄期妇女#且治疗缺乏针对性#已经成为妇产科生殖医学的一

大难题*目前#

[N6

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多认为与

遗传'解剖异常'内分泌因素'免疫功能异常有关(

+

)

*在众多病

因中#免疫因素占据了较高比例(

"

)

#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且

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多种抗体与
[N6

有关#并可能为该

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6!6

是目前研究较多的与
[N6

相关的自身抗体#该抗体

的靶抗原为血小板'内皮细胞膜上带有负电荷的心磷脂#参与

了多种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与血栓形成'自然流产及胚胎宫内

死亡等病理过程密切相关(

&

)

*研究表明#

6!6

可以通过降低

子宫肌层内前列环素
$#

水平而促进胎盘梗死'诱发胎盘血管

炎性反映而影响胚胎血氧和营养供应'促进胎盘血栓形成和血

管收缩等多种途径导致
[N6

的发生(

1

)

*回顾性分析显示#

[N6

患者
6!6

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孕妇#但是对于不同流产

次数
6!6

阳性率比较的报道较少(

$%)$$

)

*另外#健康的子宫内

膜对于机体来说是不具有抗原性#也不存在
L36B

*而当机体

内部环境发生改变#正常的生理屏障受到破坏#子宫内膜发生

损伤#抗体网络功能将发生紊乱#将会导致机体将子宫内膜组

织作为抗原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的
L36B

(

$#)$.

)

*当子宫内膜

组织抗原与
L36B

发生反映后#会激发活化机体的补体系统#

导致子宫内膜的免疫损伤#妨碍受精卵的植入及胚胎发育等妊

娠过程#从而诱发流产的发生(

$,)$/

)

*但目前关于
L36B

在

[N6

中临床意义研究的报道尚少*本研究中#对照组孕妇

6!6

'

L36B

阳性率分别为
/*%-

和
&*.-

#而
[N6

组患者

6!6

'

L36B

阳性率分别为
.&*/-

和
,$*"-

#

[N6

组
6!6

'

L36B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表明
[N6

与
6!6

'

L36B

存在一定关系#参与了
[N6

的发生#提示笔者对于
[N6

患者

应当常规进行
6!6

'

L36B

检测#并综合遗传'解剖'感染'内

分泌等因素#为
[N6

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将

[6N

患者根据自然流产次数进行分组后显示#自然流产
.

次

组患者
6!6

'

L36B

阳性率分别为
$1*,-

和
#/*%-

#而自然

流产次数
'

.

次组患者
6!6

'

L36B

阳性率分别为
/%*%-

和

/$*"-

#结果表明随着自然流产次数的增加#

6!6

'

L36B

阳性

率明显升高#因此对于
[N6

患者一旦发现免疫功能异常#应当

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免疫功能异常#避免疾病进展*

综上所述#

[N6

患者
6!6

'

L36B

阳性率明显升高#且随

着流产次数的增加而升高*对于
[N6

患者应常规检查
6!6

'

L36B

#并纠正抗体阳性状态#以提高妊娠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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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Q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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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及临床意义

陈立刚

"海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海口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655

#外周血
Q3A@$

'

?Oa,L

基因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

年
"

月

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655

患儿
&%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初诊组与缓解组!另选取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

例为对照组!对比

各组
Q3A@$

'

?Oa,L

基因表达情况$结果
!

初诊组外周血
Q3A@$

基因表达水平依次高于缓解组'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

#

%*%/

#*初诊组
?Oa,L

基因表达水平依次高于缓解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结论
!

儿童外周血
655

Q3A@$

'

?Oa,L

基因表达异常!可作为临床诊疗指标$

关键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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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655

%属于恶性血液系统肿瘤疾病#

多发于我国儿童群体#

655

发病率占儿童白血病
"%-

以上#主

要是指因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存在异常导致淋巴细胞分化阻

滞#于儿童阶段发生的恶性克隆性疾病(

$

)

*

655

病因及机制

尚未完全明确#已有研究指出
655

与基因激活'抑癌基因失

活'细胞凋亡等因素存在关联#但目前尚未完全调查'阐述明

确(

#

)

*目前临床治疗
655

多采用序贯化疗法进行#且缓解率

可达
1%-

#但仍存在大量临床病理结果显示
655

长期存活率

较低#并存在部分复发情况(

.

)

*

655

对患儿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长期实施化疗干预存在相应不良反应#加大患儿身心痛苦#

因此临床正加强探索
655

发病机制及新型治疗手段#目前提

高药物治疗效果'减少化疗不良反应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难

点(

,

)

*有研究指出#多种基因在癌症疾病发生及复发中存在一

定作用#但目前尚未出现详细报道(

/

)

*本研究主要针对儿童

655

外周血
Q3A@$

及
?Oa,L

基因表达与临床意义进行探讨#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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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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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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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55

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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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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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平均$

+*%$`%*#.

%岁#根据其治疗情况分为初诊组

$未接受化疗干预%与缓解组$经骨髓形态细胞学检查结果显

示#原始淋巴细胞及幼稚淋巴细胞占比
#

/-

#符合骨髓完全缓

解标准%#每组
,%

例*

655

患儿均排除心血管疾病'肿瘤'近

期药物治疗'睡眠周期紊乱等影响本研究基因表达疾病患者*

另选取同期于本院接受健康体检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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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对照组#其中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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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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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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