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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男性
-%/- /.2 $4%

女性
/&%2 .$ -4.

合计
$'0' %-% 04.

!!

注!男*女乙肝阳性率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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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的传染因素很多#并且是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涉

及到社会经济*卫生设施*自我保健意识等#这些都影响着乙肝

的流行过程+

%

,

)

/11%

年全国肝炎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

D

携带率为
142$5

#大约有
/4%

亿人携带
!,#

+

-

,

)从近

-

年本院的检测结果看#

!,#

携带者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男

性高发于女性#可能与男性各种生活习惯及一定社交活动范围

等与女性不同有关)男性的各种社交活动导致公共聚餐的机

会较多#因而受到感染的机会也就相对增多#也可能与男女性

激素差异及男性免疫应答能力低于女性有关+

0

,

)降低乙肝感

染刻不容缓#建议易感人群定期查体#

!,:<

D

&

g

'者#应自觉

执行分餐制#并需进一步检查肝功能及3两对半4(

!,:<

D

&

b

'

者#应及时注射乙肝疫苗(严防医源性感染#必须做到一人一

管(加强人群免疫力#做好乙肝的预防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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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泌乳素浓度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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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影响泌乳素浓度的原因$方法
!

用电化学发光法("

/

#同时检测两个不同采血时间段所得

标本的泌乳素含量'"

%

#检测经聚乙二醇处理前后的泌乳素含量$结果
!

两个不同时间段的泌乳素含量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J

#

'4'$

#'

$-

例高泌乳素血清中检出含巨泌乳素有
/-

例!含巨泌乳素的标本经聚乙二醇处理前后泌乳

素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结论
!

确定采血时间!去除巨泌乳素的干扰!有助于高泌乳素血症的判断和

确诊$

!关键词"

!

泌乳素'

!

电化学发光法'

!

高泌乳素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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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乳素&

F

M>KCBA9;

#

")W

'是垂体前叶嗜酸性细胞*妊娠子

宫蜕膜和免疫细胞等分泌的一种蛋白激素)通常又称泌乳素#

血清泌乳素的检测可协助诊断垂体瘤*高泌乳素血症*不孕症

等疾病)血清泌乳素的检测结果又受仪器*试剂*方法等因素

的影响)本文通过采取不同采样时间及去除巨泌乳素&

3*

")W

'干扰的方法来分析影响泌乳素浓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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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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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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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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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院就诊的
$-

例泌乳素高患

者#分别在早上
2

!

-'

!

&

!

-'

空腹和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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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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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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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时间段抽血
-JW

#

-2V

水浴
/$J9;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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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

离心

/$J9;

#取血清
b&'V

备用)

A4B

!

仪器与试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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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
Q/2'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及配套进口试剂和室内质控品)&

%

'

%$5 "Q[

&聚乙二醇

.'''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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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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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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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的标本每份标本分成

两小分#第
/

份直接在
Q/2'

仪上检测
")W

含量#第
%

份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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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于
/JW

离心管中#再加
%''

"

W%$5 "Q[

溶液混匀#

在
/&V

下#离心速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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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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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清液在

Q/2'

仪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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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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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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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段抽血所得血

清直接在
Q/2'

仪上检测
")W

含量)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

进行操作#并做好相关高*低值室内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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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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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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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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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用
8a=

表示#两均数比较用
:

检验#以
J

#

'4'$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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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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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B4A

!

根据文献报道#将经
"Q[

处理后回收率大于
0'5

的分

为单体泌乳素
0'

例&

2$4$5

'#回收率小于或等于
0'5

的分为

巨泌乳素
/-

例&

%04$5

'#仅为单体泌乳素的经
"Q[

处理前后

")W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

'4'$

'#含巨泌乳素的经
"Q[

处理前后
")W

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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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的血清经
"Q[

处理

!!!!

前后
")W

含量$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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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处理前&

"

6d

"

JW

' 处理后&

"

6d

"

JW

'

巨泌乳素
/- %//$4.a2/04$ 1/%4$a-/%4$

单体泌乳素
0' /&%04.a.%$4$ /.-$4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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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在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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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时抽血所测
")W

结果

为&

/1%$4..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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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餐后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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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抽血所测
")W

结果为&

//'%4./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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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W

#餐后结果

明显低于空腹结果#两组检测结果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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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W

分泌是呈脉冲式的#有昼夜间的周期性变

化#晨起达最高#醒后逐渐下降)有学者认为检测
")W

应规定

在早上
&

!

''

!

/'

!

''

空腹抽血#以提高临床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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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血清中有
-

种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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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物和免疫活性的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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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W

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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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生物活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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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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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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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或不发挥任何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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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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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体#亦即
3*")W

)

3*")W

是
")W

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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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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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抗体结合形成的免疫复合物+

0

,

#因其相对分子质量大而不能

通过毛细管壁#无法与靶细胞
")W

受体结合而不能发挥生物

学效应#大大干扰了高泌乳素血症的诊断#引起误诊)因此筛

查并排除
3*")W

的影响十分重要)

本文分析了
$-

例
")W

的检测结果#分别在早上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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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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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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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时间段采血#检测

结果为&

/1%$4..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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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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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后明显低于空腹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与上述学者规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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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有所不同+

%

,

)

根据回收率将
"Q[

处理后的泌乳素分为巨泌乳素和单体泌乳

素#发现含巨泌乳素的标本
"Q[

处理前后
")W

的浓度分别为

&

%//$4.a2/04$

'

"

6d

"

JW

和&

1/%4$a-/%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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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W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J

#

'4'$

'#仅为单体泌乳素的标本经
"Q[

处

理#处理前后
")W

浓度分别为&

/&%04.a.%$4$

'

"

6d

"

JW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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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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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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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吴颖+

$

,的研究一致)

综上所述#检测泌乳素时#早上
1

!

-'

!

/'

!

-'

采血比早上

&

!

''

左右采血更有效地避开由于脉冲式分泌而引起的假性泌

乳素增高)在确定好采样时间后#对高水平泌乳素标本进行

"Q[

法巨泌乳素的筛查试验#将有助于对高泌乳素血症的判

断和确诊#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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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胆道残留结石的预防及处理

彭春林"四川省武胜县中医院外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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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胆道残留结石的原因及预防和处理方法$方法
!

对收治的
%/

例腹

腔镜胆囊切除术后胆道残留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经中西医结合排石治疗
0

例!开腹手术

-

例!腹腔镜胆总管切开胆道镜取石
&

例!经十二指肠镜乳头括约肌切开取石
.

例!均获满意疗效$结论
!

胆道残

留结石是能够通过术前仔细全面检查%术中必要的胆道探查来预防的!选择合理的治疗手段是胆道残留结石治疗的

关键$

!关键词"

!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

胆管结石'

!

残留'

!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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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胆囊结石发病率逐年增

加#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W(

'已作为治疗胆囊结石的金标准而

广泛开展#术后胆道残留结石已成为其主要并发症之一+

/

,

)本

文就本院
/11-

年
$

月至
%''&

年
0

月开展
W(./''

例中术后

胆道残留结石
%/

例&

-405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旨在提高对胆道残留结石的认识#从而减少其临床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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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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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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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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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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