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学意义&

!

"

$'$#

'#

Q0&

W

Q0!#

W

Q0&#

W比例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果见表
"

)

表
"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及调节性
:

细胞的表达$

IUE

'

组别
( Q0%

W

Q0%

W

Q0&

W

Q0%

W

Q0.

W

Q0&

W

"

Q0.

W

Q0&

W

Q0!#

W

慢性乙型肝炎组
// /-',U%'#

$

%$'/U&'!

$

%%',U$'& $',-U$'"!

$

-'/U!'"

$

健康对照组
!$ /,',U.'" %-'#U.', !.',U/'. "'!,U$'#/ &'#U"'!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

!

讨
!!

论

机体针对致病抗原引发的细胞免疫性反应#既是导致肝细

胞受损发病的主要原因#也是清除致病抗原的重要手段)乙型

肝炎病毒&

a]R

'对肝细胞的直接损害作用有限#感染
a]R

后

疾病的进展与机体特异性
:

细胞反应强弱密切相关)急性乙

型肝炎患者体内可以检测到强大的特异性的
:

细胞反应#而

在慢性感染者只有弱的甚至检测不到
:

细胞反应#从而导致

免疫耐受#但是其确切机制尚不清楚*

"

+

)

本研究显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存在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

下降#表现为
Q0%

W及
Q0%

W

Q0&

W细胞比例下降#与有关文献

报道一致)此外#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Q0&

W

Q0!#

W

:

调

节细胞的表达较健康对照组明显下降#而
Q0&

W

Q0!#

W

:

调节

细胞对抗原特异性的
Q0%

W

Q0&

W

:

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且

这种抑制作用是呈剂量依赖性的*

%

+

#故增高的
Q0&

W

Q0!#

W

:

调节细胞可能是导致
Q0%

W

Q0&

W细胞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

国外
PA>=46

等*

%

+报道
Q0&

W

Q0!#

W

:

调节细胞可以通过

抑制
a]R

特异性的
Q0.

W

:

细胞的激活#一方面抑制过度免

疫病理损伤#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利于病毒的持续感染)但在本

研究中#

Q0%

W

Q0.

W

:

细胞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这可能是本研究的病例数少#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异常的
Q0&

W

Q0!#

W

:

调节细胞可能是影响
:

淋巴细胞群表达#导致其免疫功能紊

乱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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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糖尿病诊断中的应用

姜振伟"湖北省武汉市普仁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1\::

#在糖尿病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

对
"&,

例疑似糖尿病患者

进行
1\::

检测$结果
!

检出糖尿病前期
%,

例!糖尿病
,.

例$结论
!

1\::

能提高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检

出率$

!关键词"

!

糖尿病'

!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

糖尿病前期'

!

糖耐量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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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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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以胰岛素分泌和&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以高血糖

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全身性代谢性疾病)长期高血糖可导致眼,

肾,神经,心脏,血管等组织器官的慢性进行性病变,功能减退

或衰竭)实验室的检测对于糖尿病的诊断,病情监测和疗效观

察起着重要作用*

"

+

)本文旨在探讨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1\7

::

'在糖尿病诊断中的应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疑似糖尿病患者均为武汉市普仁医院

门诊及住院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方法
!

患者检测前应禁食
.

!

"&?

)检测当日应尽可能

停用各种药物#检测期间应取坐位#不吃东西和吸烟)早晨空

腹抽取静脉血
!(+

#分离血清#测定空腹血糖&

ZT\

')口服
-#

K

无水葡萄糖粉&以
%$$

!

&$$(+

水冲服'后
!?

抽取静脉血

测定
!?

血糖&

!?T\

')

>'@

!

仪器与试剂
!

葡萄糖测定试剂由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提供#测定仪器为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结
!!

果

?'>

!

根据
1\::

的结果可分为!&

"

'正常糖耐量&

ZT\

"

#'/

(()*

"

+

#并且
!?T\

"

-'.(()*

"

+

'(&

!

'糖尿病前期&

#'/

(()*

"

+

-

ZT\

"

-'$(()*

或
-'.(()*

"

+

"

!?T\

"

""'"

(()*

"

+

'#可分为单纯性空腹血糖受损&

2Z\

'&

ZT\

+

#'/

(()*

"

+

#但
!?T\

"

-'.(()*

"

+

'(单纯性糖耐量受损&

2\:

'

&

ZT\

"

#'/(()*

"

+

#但
-'.(()*

"

+

"

!?T\

"

""'"(()*

"

+

'和二者兼有等
%

种状态(&

%

'糖尿病
ZT\

+

-'$(()*

"

+

#或

!?T\

+

""'"(()*

"

+

*

"7!

+

)

?'?

!

根据诊断标准的不同#可将糖尿病患者分为空腹血糖诊

断组&

ZT\

+

-'$(()*

"

+

#

!?T\

+

""'"(()*

"

+

'和
!?T\

诊断组&

ZT\

"

-'$(()*

"

+

#

!?T\

+

""'"(()*

"

+

'#分别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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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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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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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和
%!

例)具体结果分析见表
"

)

表
"

!

"&,

例
1\::

结果分析

项目
ZT\

&

(()*

"

+

'

!?T\

&

(()*

"

+

'

(

正常糖耐量
"

#'/

"

-'. "!

糖尿病前期 单纯性
2Z\

+

#'/

"

-'. "$

单纯性
2\:

"

#'/

#

-'.

#

"

""'" "%

2Z\W2\:

#

#'/

#

"

-'$

#

-'.

#

"

""'" "/

糖尿病
+

-'$

+

""'" //

"

-'$

+

""'" %!

@

!

讨
!!

论

1\::

是检查人体血糖调节功能的一种方法)健康人在

服用一定量葡萄糖后#血液葡萄糖浓度暂时升高&一般不超过

.',(()*

"

+

'#但在
!?

内葡萄糖浓度又恢复到空腹水平)糖

尿病患者因为糖代谢失常#食入一定量葡萄糖后#血液葡萄糖

浓度可急剧升高或升高不明显#而且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到原来

的浓度水平#称为糖耐量失常)临床上对症状不明显的疑似糖

尿病患者#常采用
1\::

来协助进行诊断*

!

+

)

ZT\

是了解体内葡萄糖水平的重要检测项目#检测前应

禁食
.

!

"&?

)体内血葡萄糖水平
";

之内有周期变化#下午

的血葡萄糖值比上午高#通常检测血葡萄糖取早上空腹标本)

ZT\&'"

!

#'/(()*

"

+

可视为血葡萄糖水平正常*

%

+

)我国糖

尿病患者中有一部分以餐后
!?

血葡萄糖升高为特征#

ZT\

+

#'/(()*

"

+

的个体应接受
1\::

#这可以提高糖尿病或糖尿

病前期的检出率*

"7!

+

)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有
%!

例糖尿病患

者是通过
1\::!?T\

得到确诊)

1\::

是诊断糖尿病时的主要检测项目之一#

1\::!?

T\

"

-'.(()*

"

+

可视为糖耐量正常)如果有糖尿病的临床

表现#任意时刻血葡萄糖大于或等于
""'"(()*

"

+

#或
ZT\

+

-'$(()*

"

+

#或
1\::

的
!?T\

+

""'"(()*

"

+

#并经另一日

再次检测&以上
%

个项目任意之一'证实#结合临床表现#应考

虑糖尿病的诊断*

%

+

)对于糖尿病前期的个体#应积极提倡生活

方式干预#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发生#还应对血糖水平进行

动态监测#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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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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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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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血凝仪国际敏感指数值的对比

娄
!

峻"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评价不同血凝仪对国际敏感指数"

2E2

#的影响$方法
!

模拟
ga1

标定凝血质的参比方法!用

一种已知
2E2

的凝血质对两种血凝仪的特异性
2E2

进行标定!并以
2S8

形式报告凝血酶原时间"

T:

#结果$结果
!

未经标定前!两种血凝仪测得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标定其系统的
2E2

值后!再以公式国际标准化比值

"

2S8

#

d

凝血酶原时间比值"

T8

#

j2E2

得出其结果!结果无差异$结论
!

不同血凝仪对
2E2

值有一定影响!而对仪

器进行标定可以部分避免这种影响$

!关键词"

!

国际敏感指数'

!

血凝仪'

!

对比研究

012

!

"$'%,/,

"

3

'4556'"/-!7,&##'!$"$'".'$&&

中图分类号#

8&&/'"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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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

年
eC4@c

创建凝血酶原时间&

I

>)=?>)(G46=4(<

#

T:

'测定方法以来#迄今仍然是检查外源凝血系统诸因子及相

关抑制物的重要筛选性试验指标#

T:

也是目前口服抗凝剂治

疗的主要监测手段)标准化的
T:

结果报告形式是国际标准

化比值&

2S8

'#但是
T:

测定受多种因素影响#除凝血质外#不

同血凝仪,不同测定方法#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本文模

拟
ga1

参数方法#用一种已知国际敏感指数&

2E2

'值的凝血

质对全自动和半自动血凝仪的特异性进行标定#并对标定前后

的
T:

结果进行比较#以观察血凝仪对
2E2

值的影响)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

'仪器!日本
E

D

5(<HQ97"#$$

全自动血凝仪(

北京世帝
+\7T9]b8

半自动血凝仪)&

!

'凝血质!德国
090b

]ba82S\

#有 效 期
!$""7$/7$%

#批 号
#&#!,%

#

2E2 "'$!

&

Q9"#$$

')&

%

'标本!

!

例健康者血浆和
/

例口服抗凝剂达
/

周的患者血浆#连续收集
"$;

#共
/$

例标本)

>'?

!

方法
!

标本的采集分别用含
"$,(()*

"

+

枸橼酸钠
$'!

(+

抗凝的负压管采集静脉血
"'.(+

#实验分
"$;

进行#每天

用同一种凝血质#分别用两种血凝仪和手工法测定
.

例标本的

T:

值#其顺序为
!

个正常参比血浆
*

"

例健康者血浆
*

/

例患

者血浆
*

"

例健康者血浆)每例标本不同测定方法均测两次#

取其平均值)不同测定方法测得
T:

值除以各自的平均正常

参比血浆
T:

值&

PST:

'#得出
.

例标本不同方法的
T:

比值

&

T8

'#同时算出
*)

K

T8

值)用同一标本不同测定方法测得的

*)

K

T8

为坐标描点#将
"$;

共
.$

个点描于同一坐标内#经回归

处理#得出直线的斜率
G

)根据
2E2

值&待标'

d2E2

&已知'"

G

#

得出待标血凝仪"凝血质系统的
2E2

值)然后再以公式
2S8d

T8j2E2

算出其结果#再与标定前的结果进行比较)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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