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检#阴性直接报阴性#一阴一阳或双阳送
aZX

筛查中心实验

室或确认实验室检测*

本实验表明胶体硒法和
'SZT*

法同时阳性的#确认结果

全部为阳性*故非急诊标本#常规用
'SZT*

法检测阳性的#再

用胶体硒法检测#如为阳性#按规范直接送检确认#不必再用

'SZT*

双孔试验复查#这样可避免复查操作繁琐和耗时长#增

加实验人员的感染机会#同时也节约成本提高筛查效率*据报

道#

'SZT*

法检测抗
aZX

标本的
T

"

W+

值越大#其确认抗

aZX

阳性的可能性就越大.

%

/

*有人认为抗
aZX

初筛试验阳

性
T

"

W+

值大于或等于
58#

的标本#胶体金法代替
'SZT*

双

孔复查是可行的.

$

/

*虽然如此#本文结果显示#

'SZT*

法
T

"

W+

值高低与
aZX

确认结果并不十分相关#两例阳性结果均在

临界值附近#可能是晚期患者出现极度免疫缺陷时#抗体浓度

较低#出现弱反应结果.

5)"

/

#更要求检验人员要加强责任心#日

常工作常规增加弱阳性质控物#加强室内质控#同时选择灵敏

度高(特异性好的试剂#以防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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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

例盆腔炎患者
*R+

血型分布

汪承勇6

!肖维品%

"

68

贵州省毕节地区卫校!贵州毕节
!

""69##

'

%8

贵州省毕节地区医院!

贵州毕节
!

""69##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盆腔炎患者
*R+

血型分布特点$方法
!

搜集毕节地区医院盆腔炎患者
!$!

例!与健康对

照组人群进行比较!差异比较用
*

% 检验$结果
!

盆腔炎患者
*R+

血型分布结果为
+

(

*

(

R

(

*R

!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从年龄分布上看!年龄
$#

"

"#

岁的患者占绝大多数!与其他年龄段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K7#8###

#$从地域情况看!城市&农村患者血型分布差异非常明显"

*

%

76U8$"%

!

K7#8###

#$盆腔

炎患者中!少数民族多于汉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58%(U

!

K7#8#$U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型血患病相对危

险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结论
!

此次搜集的盆腔炎患者
+

型血最多!

*R

型最少!在本地区有明显的中

青年化倾向!地域&少数民族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型血患病相对危险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是非
*

型的一

倍多$

"关键词#

!

盆腔炎'

!

*R+

血型系统'

!

贵州

!"#

!

$%&'()(

"

*

&+,,-&$)./0(122&/%$$&%)&%1P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9%)(5""

"

%#66

#

#!)#9$6)#6

!!

血型是人类遗传标志物之一#具有非常稳定的遗传性质*

国外学者研究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与
*R+

血型的关

系#国内关于
*R+

血型与疾病关系的报道也不少.

6)!

/

#均提示血

型与某些疾病有关联*盆腔炎是指女性盆腔生殖器官(子宫周

围的结缔组织及盆腔腹膜的炎症#严重者会导致盆腔淤血(月经

失调甚至不孕等#危害较大*为此#搜集了
!$!

例盆腔炎患者的

*R+

血型资料#为从血型遗传角度探讨盆腔炎积累资料*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病例组共计
!$!

例#全为女性#年龄
6(

"

!%

岁#为近些年来毕节地区医院妇科明确诊断并有
*R+

血型记

录的毕节籍盆腔炎患者*健康对照组共计
"#6"

例#年龄
6U

"

"U

岁#为同期毕节地区中心血站接待的本地女汉族献血员#排

除其他患病因素*

$8/

!

方法
!

病例组与健康对照组
*R+

血型间差异测验采用

*

% 检验进行*各血型患病相对危险率$

ff

%的计算及其显著

性检测#按照赵桐茂和刘祖洞.

9

/的方法进行*

$8'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以
K

&

#8#"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8$

!

盆腔炎患者血型分布
!

!$!

例盆腔炎患者
*R+

血型统

计结果 见 表
6

#其 中
*

型
6U9

例 $

%(85[

%#

R

型
6!6

例

$

%"8$[

%#

+

型
%"6

例$

$(8"[

%#

*R

型
$9

例$

"8U[

%*年龄小

于
$#

岁
65$

例$

%685[

%#

(

"#

岁
$5

例$

"86[

%#而
$#

"

"#

岁

患者
5(%

例$

9$8"[

%#与其他年龄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7#8###

%*家 住 城 镇
%"%

例 $

$(8![

%#农 村
$U5

例

$

!#8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6U8$"%

#

K7#8###

%*汉族

$"#

例$

""8#[

%#少数民族
%U!

例$

5"8#[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758%(U

#

K7#8#$U

%*

表
6

!

盆腔炎患者各血型分布统计结果)

5

%

[

&*

项目
*

型
R

型
+

型
*R

型

年龄$岁%

&

$# %U

$

%68%

%

$6

$

%$8"

%

!$

$

5989

%

6#

$

98!

%

$#

"

"# 65(

$

$68$

%

6%#

$

%"8%

%

6U6

$

$U8#

%

%!

$

"8"

%

(

"# 6#

$

$"89

%

6#

$

$"89

%

9

$

%"8#

%

6

$

$8!

%

家庭 城镇
96

$

%U8%

%

"(

$

%$85

%

6#9

$

5%8"

%

6"

$

!8#

%

农村
66!

$

$#8%

%

6#%

$

%!8!

%

655

$

$98"

%

%%

$

"89

%

民族 汉族
((

$

%U85

%

U%

$

%$8"

%

655

$

568$

%

%5

$

!8(

%

少数民族
UU

$

$#89

%

9(

$

%98"

%

6#9

$

$98$

%

6$

$

58"

%

合计
6U9

$

%(85

%

6!6

$

%"8$

%

%"6

$

$(8"

%

$9

$

"8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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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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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D@%#66

!

X;,8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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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之一#它在保持血管壁的正常通透性#维持血液的流动状

态和组织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b)

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

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是反映体内高凝状态和血栓形成的一种标

志物*血浆中
b)

二聚体水平的增高说明存在继发性纤溶过程

$先产生凝血酶#后又有纤溶系统活化%#即是体内存在纤维蛋

白的溶解*因此#血浆
b)

二聚体的检测在深静脉血栓(肺栓塞

等血栓性疾病的诊断(疗效和预后判断中均具有广泛的应用

价值.

%

/

*

妊娠期妇女血液系统处于生理性的高凝状态#胎盘附着面

为一局部发生血管内凝血的潜在场所)随着妊娠的进展#胎盘

局部缺血#绒毛坏死#滋养叶碎片进入血微循环#途经肺循环时

被溶解#释放出大量的组织凝血活酶#导致血管内凝血*同时#

继发性纤溶系统也被激活#以清除子宫螺旋动脉和静脉窦内的

血栓#加速子宫内膜的再生和修复#从而使
b)

二聚体含量明显

上升*此时如仍然以血浆
b)

二聚体含量较正常值升高
5

倍作

为异常的实验室指标来诊断深静脉血栓(肺栓塞和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实有不妥.

$

/

*本研究结果发现#

b)

二聚体在妊娠期女性

明显高于非妊娠女性$

K

&

#8#"

%#并且在妊娠期女性中普遍升

高#尚不存在妊娠年龄高低的差异$

K

(

#8#"

%*本研究还发

现#随着早期(中期(晚期妊娠的发展#

b)

二聚体含量不断升高#

各组间差异明显增加$

K

&

#8#6

%#说明正常妊娠妇女到后期已

处于相对及继发性纤溶增强状态*孕妇生产后#随着妊娠的结

束#生理性的高凝状态也逐渐终止#为了维持血液的正常流动

状态#其血浆
b)

二聚体的含量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

5)!

/

*

本研究结果提示#妊娠时体内为一个生理性的高凝状态#

随着妊娠的进展#孕妇血浆
b)

二聚体含量逐渐增加是一个生

理性的代偿状态*基于妊娠期血液系统生理改变的特点#妊娠

期血浆
b)

二聚体的增加不能作为诊断深静脉血栓(肺栓塞等

血栓性疾病的惟一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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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腔炎患者与对照组各血型比较
!

见表
%

*盆腔炎患者

血型分布结果为
+

(

*

(

R

(

*R

#与健康对照组血型分布结果

$

+

(

*

(

R

(

*R

%一致#血型间对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

(

#8#"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患病危险率(

*

型血患病相对

危险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其患病相对危险率是非

*

型血的一倍多*

表
%

!

盆腔炎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各血型比较)

5

%

[

&*

组别
5 *

型
R

型
+

型
*R

型

病例组
!$! 6U#

$

%(85

%

6!6

$

%"8$

%

%"6

$

$(8"

%

$9

$

"8U

%

健康对照组
"#6" 6"99

$

$685

%

6%9!

$

%"85

%

69U!

$

$"8!

%

$9!

$

98!

%

*

%

\ 68$(" #8##$ 68!96 %8#"!

ff \ 68U6

"

#8(% 686U #89!

*

%

\ "8""% #8U$( $8!$$ %8$"6

K \ #8#6U #8$!# #8#"9 #86%"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K

&

#8#"

*

\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本次收集的盆腔炎患者血型分布结果为
+

(

*

(

R

(

*R

#

即
+

型血患者最多#

*R

型患者最少#这与本地区中心血站女

汉族献血员血型分布特点一致#与本省报道的口腔创伤患

者.

5

/

(支气管炎患者.

"

/

(结肠癌患者.

!

/血型分布特点相吻合#可

能是由于本省人群血型分布特点所致*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宋国琴等.

5

/报道的口腔创伤患者的结果

相吻合#与其他文献资料.

6)$

#

")!

/的结果不一致*从年龄分布上

看#年龄介于
$#

"

"#

岁的患者占绝大多数#与其他年龄段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7#8###

%#显示该病在本地区有明显

的中青年化倾向#与报道的其他疾病的年龄分布特点不一

致.

6)!

/

*从地域情况看#城市(农村患者血型分布差异非常明显

$

K

&

#8#6

%#这与口腔创伤患者.

5

/

(支气管炎.

"

/和结肠癌患

者.

!

/分布特点相同*此次收集的盆腔炎患者中#少数民族多于

汉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8#"

%#结合其地域分布特点

看#可能与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卫生习惯和生活观念等有关*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患病危险率#

*

型血患病相对危险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K

&

#8#"

%#其患病相对危险率是非
*

型血的一

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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