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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要求(由于这两种试剂对
c

1

'

c

2

有

较高的敏感性#均可用于亚临床型血友病
+

'

7

*

,

+的筛

查#但试剂
+

优于试剂
&

(在我国#多数实验室的
c

1

'

c

2

活性的检测是在标准曲线的基础上#根据

+YBB

的检测结果换算得到血浆中凝血因子的活性

值*

%

+

(如果应用对
c

1

'

c

2

不敏感的
+YBB

试剂#在

检测
c

1

'

c

2

轻度缺乏的标本时#不会出现
+YBB

的

延长#从而导致所获得的因子活性值在正常范围内#

得到一个假阴性结果(因此#试剂
7

与试剂
_

并不适

用于轻型或亚临床型血友病的筛查#但可作为中度或

重度单因子缺乏的确证试剂应用于临床(

遗传性
c

3

缺陷症在临床较为罕见(

c

3

水平高

低与出血的严重程度不呈正比#无明显的自发性出血

倾向*

=*"#

+

(但在外伤或手术中#某些缺乏
c

3

的患者#

c

3

的水平高于
$#(̂

"

J'

#也会有明显的出血#部分

患者
c

3

的水平即便达到
A#(̂

"

J'

#也会出现严重的

出血及低凝血酶生成*

""

+

(由此可见#术前筛查需要
c

3

敏感的
+YBB

试剂#用于检出
c

3

轻度缺乏的患

者#预防术中的出血(笔者认为#用于术前筛查的

+YBB

试剂#

c

3

敏感性应至少达到
A#>

$

A#(̂

"

J'

%#才能满足筛查试验的要求(本研究中试剂
+

与

试剂
&

符合要求(

根据
&'!(

指南#试剂
+

与试剂
&

均可作为合格

的术前筛查试剂应用于临床(但是#笔者认为适用于

术前筛查的
+YBB

试剂#不仅要考虑其对内源性因子

c

1

'

c

2

'

c

3

的敏感性#也需要考虑
c

4

的影响(

c

4

属于接触激活因子#是体外模拟内源性凝血途径的启

动因子#在
+YBB

试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c

4

活性

的减低不会引起明显的出血现象#有研究报道!遗传

性
c

4

缺陷的患者#

c

4

!

5

为
)>

#

c

4

!

+

?%

">

时也

未见明显出血*

")

+

(所以#术前筛查应当选择对
c

4

的

敏感性尽可能低的
+YBB

试剂#以避免
c

4

轻度缺乏

导致的
+YBB

延长#误导临床医生给患者进行后续的

确诊试验#延误患者治疗(试剂
+

的
c

4

敏感性是本

研究中最高的#比试剂
&

高
%>

(因此#作为术前筛查

的试剂#试剂
+

并不合适(试剂
7

与试剂
_

虽然
c

4

敏感性低$

%

)<>

%#但对
c

1

'

c

2

'

c

3

的敏感性也很

低$

%

$#>

%(因此#这两种试剂也不适用于术前凝血

项筛查(试剂
&

对
c

1

'

c

2

'

c

3

'

c

4

的敏感性处于

相对适中的范围#适用于术前筛查(

不同的
+YBB

试剂对内源性凝血因子的敏感性

不同#激活剂是其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中的

A

种
+YBB

试剂#试剂
+

因子敏感性高于试剂
7

#试

剂
_

敏感性最低#与文献报道不一致*

"#

+

#此结果可能

与试剂的其他组分浓度有关(磷脂的种类和浓度亦

会影响
+YBB

检测结果*

2

+

#在本研究中#

A

种试剂所

用磷脂虽均为兔脑磷脂#但磷脂浓度未知#因此

+YBB

试剂对因子的敏感性不同是否是由于不同磷

脂浓度造成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
+YBB

试剂可以用于普通肝素的监测'狼疮抗

凝物质检测及内源性因子缺乏检测#本研究仅关注了

其中的一个方面(目前#几乎所有厂家的
+YBB

试剂

说明书均未标注出
+YBB

试剂的适用范围#以及对因

子'肝素'狼疮抗凝物质的敏感性(如何在众多

+YBB

试剂中选择合适的试剂#并将
+YBB

检测的

效用最大化#还需要检验工作者加强对试剂的了解#

根据不同的临床需求选择相应的试剂#并对所选择的

试剂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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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及非淋巴细胞合成#来源较为广泛#且其分

泌受到多种因素调节(

('*2

与
BOc

一样#是重要的

炎性反应和免疫调节因子#参与机体对感染和组织损

伤的应答反应#能够促进中性粒细胞在炎症部位的聚

集#加强自然杀伤细胞$

OW

%的裂解能力#协同集落刺

激因子$

&!c

%刺激骨髓源细胞生长分化#抑制细胞凋

亡等(促炎性细胞因子在受到手术创伤刺激后会快

速增加#而
('*2

作为关键分子#大部分患者术后
('*2

的血清水平均显著上升#且其能够反映患者创伤的严

重程度(

('*"#

是一种多功能的负性调节因子#与肿

瘤细胞'炎症细胞'免疫细胞等的生物调节有关#其能

够抑制
('*2

的分泌#从而发挥抗炎作用#减轻炎性反

应(文献报道#

('*2

和
('*"#

水平与机体炎症程度基

本呈正相关#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两组患者的
('*

2

和
('*"#

水平均显著上升但观察组上升幅度明显小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可见与传统

开腹手术相比#使用腹腔镜进行手术可使人体的应激

炎性反应程度有效降低*

"<

+

(

综上所述#采用腹腔镜治疗老年胆囊结石并发胆

囊炎患者能够明显改善手术效果#减少并发症发生

率#提高临床疗效#降低炎性反应程度#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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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Ô SS̀ Q

#

7+@@3@+ '

#

@̀ _@(\̂ 3S Q

#

18

/4;_-YB/FJ+YBB01F0C8CGC8C108-E/58-90lJ1EC5C1F5C10

5/45H4/81J.

6

8D1PA,*+))##%&'!(

?

HCJ14CF191E41588D1

J1EC5C1F5C10E-HFJCF

:

4/0I/0E9-I

:

/8C1F80

1 *

a

+

;(F8a

'/.P1I/8-4

#

)#"<

#

$,

$

2

%!

%<$*%2#;

*

")

+戴利亚#张德亭#林杰#等
;

新的纯合子
'1H<"=+9

?

导致的

遗传性凝血因子
4

缺陷症家系分析*

a

+

;

中华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A22*A2=;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