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讨
!!

论

自
%##9

年以来#临沧市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

献血年龄
6U

"

""

岁#人群各种职业均有#主要为常住人口#也

有部分流动人口*

从表
6

可以看出#临沧市无偿献血人群抗
)aWX

阳性率平

均为
#8"9[

#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9

年的
#8U9[

下降

到
%##(

年的
#8$9[

#平均值低于亚洲地区一般人群抗
)aWX

阳性率$

68##[

%

.

%

/

#也低于国内部分地区偿献血人群抗
)aWX

的阳性率.

$)5

/

*这与近几年本中心血站采取多种形式如发放献

血宣传单#借助媒体宣传献血知识和传染病防治知识等宣传#

建立网络查询系统#防止不合格的献血者再次献血有关*

本次调查发现!抗
)aWX

阳性分布在各种人群中#男性多

于女性#低学历人员阳性率大于高学历#公司职员(农民(自由

职业者阳性率高于其他人员*

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是输血传播(静脉注射毒品及性接触

传播#在对献血者做献血前
aWX

筛查之前#输血曾是
aWX

的

主要传播途径.

"

/

#随着对献血者进行抗
)aWX

筛查及检测方法

和试剂的不断改进#此传播途径已被有效遏制#但由于至今的

病毒检测方法的,窗口期-仍超过
9#F

.

"

/

#使得输血仍存在感染

丙型肝炎的风险*另外#一部分献血者对丙型肝炎(艾滋病(乙

型肝炎及梅毒等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认识不足#有意或无意地隐

瞒了自己的不良生活史#或因文化层次低等客观原因未能认识

到自己有危险行为而参加献血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为预防和控制
aWX

的血源传播#降低输血性

丙型肝炎的发生率#减少血液资源的浪费#应该进一步加强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

6

%进一步加大无偿献血知识的宣传力度和

广度#把宣传工作深入到农村#使广大农民了解献血知识和相

关传染病的防治知识*$

%

%把好血源质量关*建立一支固定的

献血队伍#从低危人群中采集血液#通过健康教育咨询等使不

宜或暂时不宜献血的人群自我排除#从而降低抗
)aWX

阳性检

出率*$

$

%加强实验室质量管理#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5

%

加强质量管理科的监督(监测职能#完善采供血过程关键控制

点的质量控制工作#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改进措施*$

"

%探讨检

查和考核临床合理用血的办法#指导临床单位科学(合理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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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儿童单纯性肥胖症与血清中微量元素水平关系探讨

张海林!李珍鸿!黄
!

静"湖北省鄂州市妇幼保健院
!

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儿童单纯性肥胖症与血清中微量元素水平关系$方法
!

以单纯性肥胖症儿童
!%

例为
'

组!再按照成组匹配的原则!选
!%

例正常体质量的健康儿童作为
%

组!测定两组儿童血清中
!

种微量元素的含量$

结果
!'

组血清中
OC

&

W0

&

&G

&

OC

(

W0

比明显高于
%

组"

K

&

#8#"

#'

'

组血清中
c<

明显低于
%

组"

K

&

#8#"

#'

'

组血

清中
V

H

&

W>

与
%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结论
!

单纯性肥胖症儿童血清
OC

&

W0

&

&G

&

c<

水平已发生

改变!微量元素稳态失调在其脂代谢紊乱发生中可能起着一定作用$

"关键词#

!

肥胖'

!

锌'

!

铜'

!

铁'

!

钙'

!

镁'

!

铅'

!

儿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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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9%)(5""

"

%#66

#

#!)#96!)#%

!!

单纯性肥胖症是一种脂类代谢异常引起的营养失调性疾

病#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微量元素是生命活动中

不可缺少的物质#参与体内多种代谢过程.

6

/

*为了探索单纯性

肥胖症儿童体内微量元素水平是否异于正常儿童#以便更好地

为防治儿童肥胖提供科学依据#对
!%

例单纯性肥胖症儿童的

血清中锌$

OC

%(铜$

W0

%(铁$

c<

%(钙$

W>

%(镁$

V

H

%(铅$

&G

%

!

种

微量元素进行了测定#并与健康儿童进行了对比分析#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

例单纯性肥胖症儿童均来自本院儿童保

健科门诊#并排除近期内有微量元素补充者#为
'

组#其中男

$U

例#女
%5

例#年龄
6

"

9

岁#平均$

58%̀ 689

%岁)诊断标准为

Ma+

体质量超过标准体质量的
%#[

以上#并排除先天遗传性

或代谢性疾病及神经和内分泌疾病引起的继发性病理性肥胖*

按照成组匹配的原则#选出与
'

组儿童同性别(身高相差在
%

D.

内(年龄相差
%

个月内的
!%

例体质量正常的健康儿童为
%

组*

$8/

!

方法

$8/8$

!

身高(体质量测量
!

由专业培训的儿童保健人员采用

标准测量方法.

%

/进行测量#并排除病理性肥胖患儿*

$8/8/

!

微量元素检测
!

所有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时静脉抽血#

使用专用试管分离出血清#测
OC

(

W0

(

c<

(

W>

(

V

H

(

&G!

种元素

浓度#检测仪器
XZb'+)%%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由美国
ZS

公司

生产%*

$8'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T&TT6#8#

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

统计处理*

+

!6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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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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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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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

组与
%

组血清中
!

种微量元素的比较见表
6

*

表
6

!'

组与
%

组血清中
!

种微量元素的比较%

; J̀

&

指标
'

组
%

组
F K

OC

$

$

.;,

"

S

%

698#!̀ 58$5 6"8$Ù 586% %8%6

&

#8#"

W0

$

$

.;,

"

S

%

6!8$(̀ "8#5 6585"̀ 58U" %86U

&

#8#"

c<

$

$

.;,

"

S

%

6%8#%̀ $8U" 6$8U"̀ 58U! %8$%

&

#8#"

V

H

$

$

.;,

"

S

%

#8U5̀ #86" #8U6̀ #86U 68%U

(

#8#"

W>

$

$

.;,

"

S

%

%8"!̀ #85! %85Ù #85% 68#6

(

#8#"

&G

$

$

H

"

S

%

5"8%"̀ 6685% $"85Ù 6#85U 58(!

&

#8#6

OC

"

W0

比值
686Ù #8$% #8U"̀ #8$# "8(%

&

#8#6

!!

注!

'

组血清中
OC

(

W0

(

&G

及
OC

"

W0

之比明显高于
%

组$

K

&

#8#"

%)

'

组血清中
c<

明显低于
%

组$

K

&

#8#"

%)

'

组血清中
V

H

(

W>

与
%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

'

!

讨
!!

论

'8$

!

OC

(

W0

与肥胖的关系
!

本文调查显示#

'

组血清中
OC

(

W0

(

OC

"

W0

比明显高于
%

组$

K

&

#8#"

%#提示单纯性肥胖症儿

童血清中
OC

(

W0

水平已发生改变#机体存在
W0

的相对缺乏*

多年来的研究表明#肥胖时存在明显的血脂代谢紊乱#而脂质

代谢在一定程度上受微量元素
OC

(

W0

的影响和调节#如机体

内存在着
OC

的过量和
W0

的缺乏均会对体内血脂代谢产生影

响*高
OC

可致血中胆固醇含量增加#促使动脉硬化*缺
W0

时因催化胆固醇转变为胆酸的
9

&

)

羟化酶和
6%

&

)

羟化酶活性降

低#胆固醇合成和清除减少#胆固醇排出受阻#影响脂质代谢#

导致高脂血症.

$

/

*

'8/

!

&G

与肥胖的关系
!

本次调查显示#

'

组血清中
&G

明显

高于
%

组$

K

&

#8#6

%#提示两组儿童体内
&G

含量有所不同*

'

组血清中
&G

含量高#这可能与肥胖儿童喜食油炸食品(肉

类制品#喜欢吃零食#不喜欢吃蔬菜等因素有关.

5

/

*

&G

作为维

持生命的一种元素#可危害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其在体内的蓄

积与儿童单纯性肥胖之间其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探讨*

'8'

!

c<

与肥胖的关系
!

本次调查显示#

'

组血清中
c<

明显

低于
%

组$

K

&

#8#"

%#提示单纯性肥胖症儿童
c<

至少相对缺

乏*研究发现脂肪细胞分泌的肝脏抗菌多肽在肥胖状态表达

增加#能阻碍肠的
c<

吸收和巨噬细胞对非血红蛋白
c<

的释

放.

"

/

#因此肥胖儿童容易导致缺
c<

)严重
c<

缺乏使血浆脂质

含量增加#中度
c<

缺乏则致血浆胆固醇水平下降.

!

/

#可见
c<

的稳态失调在单纯性肥胖症儿童的脂质代谢紊乱中可能起着

一定的关系*

总之#单纯性肥胖症儿童血清
OC

(

W0

(

&G

(

c<

水平已发生

改变#而机体不可能合成
OC

(

W0

(

&G

(

c<

#全部来自食物#故调

整饮食结构#帮助肥胖症儿童制订合理的饮食#维持单纯性肥

胖儿童微量元素的平衡#有助于控制肥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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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糖尿病肾病患者胱抑素
W

和高敏
W

反应蛋白检测结果分析

张剑波"湖北省鄂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胱抑素
W

"

W

-

1W

#和高敏
W

反应蛋白"

@1)Wf&

#检测对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的临床意

义$方法
!

应用全自动化分析仪采用免疫比浊法对
6%#

例健康体检者和
66#

例糖尿病患者-单纯糖尿病"

TbV

#组

9#

例!糖尿病肾病"

bY

#组
5#

例.进行
W

-

1W

和
@1)Wf&

浓度测定!同时用酶法检测血肌酐"

TDA

#和尿素"

4A<>

#的浓

度$对各组结果作比较分析$结果
!

TbV

组和
bY

组的
W

-

1W

和
@1)Wf&

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K

&

#8#6

#$

TbV

组
TDA

和
4A<>

浓度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

bY

组
TDA

和
4A<>

浓度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K

&

#8#"

#$结论
!

W

-

1W

和
@1)Wf&

联合检测对
bY

的发生和病情的监测有着重要临床价值$

"关键词#

!

糖尿病'

!

糖尿病肾病'

!

胱抑素
W

'

!

高敏
W

反应蛋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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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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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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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慢性代谢疾病*由于胰岛素

分泌(胰岛素的作用或两者同时存在缺陷#引起糖类(蛋白质(

脂肪(水及电解质的代谢紊乱*糖尿病并发症很多#其中以糖

尿病肾病$

bY

%最为常见#也是糖尿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糖尿病肾病早期无明显症状和体征#不易引起患者的重视#当

检出异常时#肾脏病变已较严重*因此#糖尿病病变应当注重

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本文就糖尿病患者胱抑素
W

$

W

-

1W

%和

高敏
W

反应蛋白$

@1)Wf&

%浓度的检测进行分析#旨在探讨二

者在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6#

年
6

"

(

月住院糖尿病患者

66#

例#其中单纯糖尿病$

TbV

%组
9#

例#

bY

组
5#

例*所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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