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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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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患者血清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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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变化与健康人群的差异是否

有统计学意义!是否将
*S:

值作为甲型
a6Y6

流感的辅助诊断$方法
!

随机抽取
%#6

例健康体检者资料和
%#6

例

甲型
a6Y6

流感患者作比较!统计其
*S:

值并用统计学方法检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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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Y6

流感患者的
*S:

均值较健

康人群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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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患者血清中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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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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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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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为一种新型呼吸道传染病#其病原为新

甲型
a6Y6

流感病毒株#病毒基因中包含有猪流感(禽流感和

人流感
$

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一般认为甲型
a6Y6

流感

患者血生化检查中部分病例出现低钾血症#少数病例肌酸激

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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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脱氢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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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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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中确诊的
%#6

例

甲型
a6Y6

流感患者*其中男
6%!

例#女
9"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5#86

岁#无并发心(肾(肝等系统疾病*健康对照组

%#6

例#为本院在常规体检中未发现肝(肾(心(脑(肌肉等系统

疾病#近期无特殊用药史(未饮酒者#年龄
%#

"

9#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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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自 动 生 化 分 析 仪

*4%9##

#在美国临床化学学会$

**WW

%或国际临床化学学会

$

ZcWW

%推荐的试剂盒中#含有磷酸吡哆醛#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况和习惯#国家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的推荐方法试剂中不加磷

酸吡哆醛#因此我们采用日本和光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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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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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准确采集肘静脉血
$.S

于无

抗凝剂的真空管中#放入
$9i

水浴箱中温浴
6".EC

后#取出

放入
$###A

"

.EC

离心机中离心
6#.EC

#分离出血清#在采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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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测定*$

%

%检测方法!速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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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两组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以确定接下来

的检测方法*如果方差具有齐性#应用
F

检验)方差不具有齐

性#不可直接用方差具有齐性的两独立样本
F

检验#而应用
F#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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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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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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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
*S:

值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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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结果显示#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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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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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选择
!

肝脏有丰富血管网#接受门静脉和肝动脉的

双重血液供应#且有肝静脉和胆道系统出肝#肝脏执行着人体

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生理和生物化学功能*正常情况下#肝脏在

食物的消化(吸收及物质代谢过程中相互配合发挥着重要的生

理(生物化学作用#当受到体内外各种致病因子侵犯时#其结构

和功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而引起相应的肝组织损伤(功

能异常和代谢紊乱*

*S:

是反映肝损伤的一个很灵敏的指

标#临床上主要用于肝脏疾病的诊断*由于我国肝炎较多#所

以
*S:

也是我国目前测定次数最多的酶*任何原因引起的

肝细胞损伤#均可致
*S:

增高*一些药物和毒物可引起
*S:

活性升高#如氯丙嗪(苯巴比妥(奎宁(水杨酸制剂(乙醇(铅(

汞(四氯化碳和有机磷等*在样本采集过程中#应尽可能排除

以上因素的干扰*因此#在收集甲型
a6Y6

流感患者
*S:

值

中#剔除了几例重症甲型
a6Y6

流感的
*S:

值#因为他们有

严重的肝(肾等器质性的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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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在测定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

6

%血清不宜反复冷冻保存#以免影响酶的活性#血清置
5

i

冰箱
6

周酶无显著变化#不推荐冷冻保存
*S:

测定标本*

$

%

%血脂过高(血清蛋白变质等血液混浊会影响测定结果或无

法测定#红细胞内
*S:

含量为血清中
$

"

"

倍#应避免使用溶

血标本*$

$

%

*S:

测定存在着两种不良反应!血清中存在的
&

)

酮酸$如丙酮酸%能消耗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Y*ba

%#血清

中谷氨酸脱氢酶增高时#在有氨存在的条件下#亦能消耗

Y*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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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值检测不能作为甲型
a6Y6

流感最直接的诊断依

据
!

转氨酶是人体代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化学成分#主要存在

于肝细胞内#是肝功能检查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标#通常包括

血清
*S:

和
*T:

两项*肝脏本身的疾患#特别是各型病毒性

肝炎(肝硬化(肝脓肿(肝结核(肝癌(脂肪肝等均可引起不同程

度的转氨酶升高*除肝脏外#体内其他脏器组织如心(肾(肺(

脑(睾丸(肌肉也都含有此酶#因此#当心肌炎(肾盂肾炎(大叶

性肺炎(肺结核(乙型脑炎(多发性肌炎(急性败血症(肠伤寒(

流脑(疟疾(胆囊炎(钩端螺旋体病(流感(麻疹(血吸虫病(挤压

综合征等#亦均可见血中转氨酶升高*因此#伴有心(肝(肾(肌

肉等有器质性病变的甲型
a6Y6

流感患者#其
*S:

值可能出

现大幅度的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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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甲型
a6Y6

流感患者其

*S:

值并没有超出正常范围#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甲型
a6Y6

流感患者都会有
*S:

值增高*但大部分甲型
a6Y6

流感患

者
*S:

值呈增高趋势#且有少数患者
*S:

值非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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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统计学分析后表明#甲型
a6Y6

流感患者的
*S:

值比健康对

照组要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故甲型
a6Y6

流感患者做

*S:

值检测有其辅助诊断意义*

甲型
a6Y6

流感患者的
*S:

均值较健康人群高#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但因造成
*S:

增高的因素很多#故
*S:

值检

测不能作为甲型
a6Y6

流感最直接的诊断依据#只能作为甲

型
a6Y6

流感的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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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聚体在妊娠期中的变化及其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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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近期在妇产科门诊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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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患者$其中妊娠期女性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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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按妊娠

年龄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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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U

例&

'

$#

岁组
5"

例#!非妊娠期女性
66$

例$使用德国
:'W+N.Ga

公司生产的
b)

二聚体

仪器进行检测!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妊娠期与非妊娠期
b)

二聚体测量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妊娠各期
b)

二聚体测量值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6

#'妊娠年龄小于
$#

岁与妊娠年龄大于或

等于
$#

岁女性
b)

二聚体测量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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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

妊娠期女性
b)

二聚体含量明显高于非

妊娠期女性!随着妊娠的进展!

b)

二聚体在血液中的含量逐渐增加'妊娠年龄与
b)

二聚体升高程度无关$其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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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聚体是经活化的
5

>

因子作用后形成的交联纤维蛋

白在纤维酶作用下产生的降解产物#为继发性纤溶的特有代谢

物#同时也作为溶栓治疗的观察指标#在健康人血浆中含量比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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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女性随着妊娠周数的增加#血液逐渐呈高凝状

态#其
b)

二聚体的含量可能会发生改变*本文通过对妊娠期

与非妊娠期女性
b)

二聚体进行检测#探讨在女性妊娠期中
b)

二聚体的改变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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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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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近期在妇产科门诊中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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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患者#其中妊娠期女性
65$

例#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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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按妊娠周期分

为!早期妊娠
"%

例(中期妊娠
5U

例(晚期妊娠
5$

例)按妊娠年

龄分为!

&

$#

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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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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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非妊娠期女性
66$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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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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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标本要求无溶血(脂血(黄疸等影响检测

的情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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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仪器
!

德国
:'W+N.Ga

公司
VW)6###b)

二聚体

检测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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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试剂
!

德国
:'W+N.Ga

公司生产原装
b)

二聚体

测定试剂盒*

$81

!

方法
!

抽取受检者空腹静脉血标本$

#86#(.;,

"

S$8%[

枸橼酸钠
6j(

抗凝%*经
$###A

"

.EC

离心
6#.EC

#分离血浆

后进行检测*采用乳胶法进行
b)

二聚体检测#记录每次检测

结果*

$82

!

统计分析
!

实验数据采用
T&TT698#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以
; J̀

表示#各组间比较采用
F

检验及单因数方差分

析#以
K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妊娠期与非妊娠期
b)

二聚体测量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K

&

#8#"

%)妊娠各期
b)

二聚体测量值逐渐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K

&

#8#6

%)妊娠年龄小于
$#

岁与大于或等于
$#

岁
b)

二聚体测量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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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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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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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各期
b)

二聚体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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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组与非妊娠组
b)

二聚体检测结果

组别 年龄$岁%

5 b)

二聚体$

$

H

"

S

%

非妊娠组
%5

"

!6 66$ %6"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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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65$ "9$8Ù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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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组
&

$# (U "9"8"̀ $!#85

""

'

$# 5" "!(8!̀ $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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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非妊娠组比较#

"

K

&

#8#"

)与妊娠组$

'

$#

岁%比较#

""

K

(

#8#"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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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各期
b)

二聚体检测结果

妊娠各期 妊娠周数$周%

5 b)

二聚体$

$

H

"

S

%

早期妊娠
$

6$ "% $%!8$̀ 6!(8U

中期妊娠
65

"

%9 5U

"5(8Ù %U68(

"

晚期妊娠
'

%U 5$ (!5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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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数方差分析)与早期妊娠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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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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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期妊娠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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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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