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径#分别约占总感染者的
-!.,/

*

#&.,/

和
0.!/

#以性传播为

主要传播途径#见表
!

)

/.'

!

确证试验
!

WGNK'

检测结果阳性者送广西壮族自治区

OXO)NU

确认实验室回报阳性结果均为阳性)

表
!

!

不同感染途径
)NU

感染情况

感染途径 阳性例数 百分比$

/

%

性接触
%% -!.,

血液传播
#, #&.,

母婴传播
- 0.!

合计
-$ #""."

'

!

讨
!!

论

自
#0&%

年中国大陆发现第
#

例
)NU

感染者至今#艾滋病

在我国的流行日益严重#形势严峻+

!

,

)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

的数量已占亚洲第
!

位#世界第
#,

位)艾滋病的日益流行对

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严重危及医护工作者自身健

康#已成为当今医源性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外医务人员

纷纷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感染
)NU

)

其中术前
)NU

抗体检测就是重要举措之一)

本资料显示#

!(($-

例标本中检出
)NU

阳性
-$

例#平均

阳性率为
".(!%/

)

!""-

*

!""&

和
!""0

年检出率分别为

".!",/

*

".("!/

和
".,%0/

#阳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

应大力宣传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预防艾滋病向普通人群传

播)从性别来看#

)NU

感染者中以男性为主#占感染者的

$&.,/

)从
)NU

感染者的感染途径来看#

)NU

的感染和流行

呈多样化#现时感染以性接触传播途径为主#占感染者的

-!.,/

)有资料显示#.基于生物学原因#妇女比男性更容易感

染
)NU

#男性向女性传播
)NU

的效率是女性向男性传播的
!

!

,

倍/

+

(

,

)因此#应做好对妇女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培训#

提高广大妇女的保护意识#开展孕期
)NU

筛查#从而有效保护

和降低妇女感染艾滋病)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女性感染
)NU

的比例有可能迅速上升#且将加大母婴垂直传播的感染机会#

给艾滋病的防控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本资料显示#检测结果阳性标本送广西壮族自治区
OXO

)NU

确认实验室回报阳性结果为阳性)可见
WGNK'

检测

)NU

抗体的结果十分准确*可靠#值得广泛开展)当今#普通

人群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潜在
)NU

感染者#所以作为医务人

员#在诊治过程中应该提防潜在
)NU

感染病患的存在#最大限

度地保护自身健康#降低医源性感染#不可麻痹大意#以免产生

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

)NU

抗体检测显得十分重要#可快速

了解患者
)NU

感染状况#尽快发现潜在
)NU

感染者#使手术

医生能在术中对可疑患者进行针对性预防#防止职业暴露事故

发生)而且输血前有必要对受血者进行血清
)NU

检测#了解

患者在输血前感染
)NU

的状况#对避免和预防患者医院内感

染*防止出现医疗纠纷*保证医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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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脑炎脑脊液
O

反应蛋白及
$

!

1

微球蛋白的变化及

临床意义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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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柳菊芬!胡礼仪"江苏省沭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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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观察小儿脑炎患者脑脊液
O

反应蛋白"

OTS

#和
$

!

1

微球蛋白"

$

!

1Mc

#的含量变化并探讨其意

义$方法
!

分别应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化脓性脑炎
#&

例(结核性脑炎
#,

例(病毒性脑炎
!$

例(对照组
!"

例脑脊液

中
OTS

(

$

!

1Mc

的含量$结果
!

"

#

#化脓性脑炎(结核性脑炎患儿脑脊液中
OTS

检测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D

#

"."#

#!病毒性脑炎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

!

#

(

组脑炎患儿脑脊液中
$

!

1Mc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其中化脓性脑炎高于结核性脑炎和病毒性脑炎组!且与病毒性脑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结核性脑炎与病毒性脑炎组比较无明显差异$结论
!

联合检测脑脊液中
OTS

及
$

!

1Mc

含量变化!有助于

对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鉴别诊断$

"关键词#

!

脑炎&

!

O

反应蛋白质&

!

$

!

微球蛋白&

!

脑脊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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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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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枢神经系统$

O*K

%感染性疾病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

之一#由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所致)近年来#以儿童为主要

感染人群逐渐上升)由于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目前主要根据

病史*临床表现和一些辅助检查进行诊断#缺乏特异性#易造成

误诊而延误治疗)鉴于脑脊液对
O*K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具有

一定价值+

#

,

#本文对
#&

例化脓性脑炎*

#,

例结核性脑炎*

!$

例

病毒性脑炎患者及
!"

例健康儿童脑脊液标本进行分析#研究

小儿脑脊液中
$

!

1

微球蛋白$

$

!

1Mc

%及
O

反应蛋白$

OTS

%含量

变化与
O*K

感染的关系#评价这两项指标联合检测对诊断脑

炎的临床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病例为
!""&

年
-

月至
!""0

年
#"

月经本院

儿科及感染科确诊的化脓性脑炎
#&

例#结核性脑炎
#,

例#病

毒性脑炎
!$

例#年龄
!

!

#(

岁#男
V

女为
#.$&V#

)所选病例

均排除组织损伤*心肌梗死*手术创伤*放射性损伤及其他感染

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并选择
!"

例脑脊液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

$./

!

研究方法
!

患者于入院
!,A

内行腰椎穿刺#抽取脑脊液

作常规细胞计数和生化检验#

$

!

1Mc

采用免疫比浊法在
e=

>

C1

B

F6'F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试剂由英国
T;<43a

实

验有限公司提供#

OTS

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在
e=

>

C

B

F6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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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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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试剂由上海执诚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

$.'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以
N\B

表示#多组均数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

!

与对照组比较#

(

组脑炎患儿脑脊液中白细胞数均有不

同程度升高#其中化脓性脑炎和结核性脑炎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病毒性脑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D

$

"."%

%#见表
#

)

表
#

!

(

组脑炎患儿及对照组脑脊液中白细胞数及分类

组别
&

白细胞计数

$

g#"

$

"

G

%

白细胞分类

化脓性脑炎
#&

###"\,!"

" 中性粒细胞为主

结核性脑炎
#,

!

$"\,"

" 早期中性粒细胞为主#后期淋巴细胞为主

病毒性脑炎
!$ (#\!"

淋巴细胞为主

对照组
!" -\(

可见少量淋巴细胞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D

#

"."%

)

/./

!

(

组脑炎患儿脑脊液中
OTS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化脓性

脑炎*结核性脑炎患儿脑脊液
OTS

检测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D

#

"."#

%#病毒性脑炎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D

$

"."%

%(

$

!

1Mc

含量
(

组脑炎患儿均高于对照

组#其中化脓性脑炎高于结核性脑炎和病毒性脑炎组#且与病

毒性脑炎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结核性脑炎与

病毒性脑炎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见表
!

)

表
!

!

(

组脑炎患儿脑脊液
OTS

和
$

!

1Mc

检测结果&

N\B

(

组别
& OTS

$

C

D

"

G

%

$

!

1Mc

$

C

D

"

G

%

化脓性脑炎
#&

#"0.!&\%%.(0

0

&.0(\!.#-

"

结核性脑炎
#,

%".(#\!0.#!

0

$."#\#.%0

病毒性脑炎
!$ #!.&,\-.#- ,.($\#.,&

对照组
!" %.!&\(.-$ #.0%\".&"

!!

注!与病毒性脑炎组比较#

"

D

#

"."%

(与对照组比较#

0

D

#

"."#

)

'

!

讨
!!

论

O*K

感染在临床表现上非常不易鉴别#因此#实验室检测

结果对化脓性*结核性*病毒性脑炎的诊断显得非常重要)近

年来#

OTS

作为一项灵敏*快速的炎性反应标志物#在诊断感

染性疾病中的意义日益受到重视+

!

,

)

OTS

是人体血浆中一种

正常蛋白组分#产生于肝脏#含量很低#能与肺炎双球菌
O

多

糖体反应#可激活补体#促进吞噬和其他免疫调控作用)当机

体受到创伤或发生炎性反应时#血清中
OTS

浓度在
$

!

#!A

会显著升高#

,&A

达高峰#但其在病毒感染时不会升高#其变

化不受患者个体差异*机体状态和治疗药物影响#机体炎性反

应好转后#含量也会很快下降+

(

,

)本文检测结果也说明化脓

性*结核性脑炎脑脊液中
OTS

含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D

#

"."#

%)

$

!

1Mc

是一种低分子蛋白#广泛存在于体液

中#由瑞典学者
#0$&

年在肾小管疾病患者尿液中发现#由于其

在生物学*免疫学及临床医学中的作用而受到关注)近年来#

血液*尿液*脑脊液中
$

!

1Mc

的测定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

有关研究表明#检测化脓性脑炎及病毒性脑炎患儿脑脊液中

$

!

1Mc

含量能快速鉴别两种脑炎+

,

,

)本文实验观察结果显

示#

(

组
O*K

患儿脑脊液中
$

!

1Mc

含量增高#其中以化脓性脑

炎组最高#病毒性脑炎组最低#且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提示
(

组患儿因致病源不同#脑脊液中
$

!

1Mc

含量升

高也各不相同#这将有助于上述
(

种炎性反应的区分#尤其是

化脓性脑炎和病毒性脑炎的鉴别)脑脊液动态监测结果表明#

$

!

1Mc

含量不仅与化脓性脑炎和病毒性脑炎的病理改变一

致#而且与其病情轻重也有密切关系#是化脓性脑炎和病毒性

脑炎患者病情活跃程度和药物疗效的一项监测指标)

综上所述#脑脊液中
$

!

1Mc

和
OTS

含量增高#是
O*K

感

染一种有价值的早期诊断标志物#在不同脑炎患者之间存在差

异#有助于不同脑炎的鉴别诊断#并可作为判断病情严重程度

和预后的一种很重要的依据#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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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手工胶乳凝集法和全自动免疫比浊法对血浆
X1

二聚体进行测定!探讨全自动免疫比浊法

测定血浆
X1

二聚体是否具有优越性$方法
!

用手工胶乳凝集法和全自动免疫比浊法对
#("

例住院患者进行血浆

X1

二聚体检测$结果
!

经配对四格表
"

! 检验!胶乳凝集法和免疫比浊法测定
X1

二聚体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结论
!

免疫比浊法较胶乳凝集法灵敏度更高!特异性更强$

"关键词#

!

X1

二聚体&

!

散射测浊法和比浊法&

!

胶乳凝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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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降解的最终产物#其生成或增高

反映了纤溶系统的激活#已广泛应用于各临床实验室#以帮助

临床医生对深静脉血栓*肺栓塞*创伤*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

XNO

%等的诊断)其快速检测方法众多+

#

,

#主要有胶乳凝集

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GNK'

%*胶体金免疫渗透试验及免疫

比浊法等)本实验室主要采用胶乳凝集法和免疫比浊法两种

方法测定
X1

二聚体#而两种方法测定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值

得探讨)本文对以上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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