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26!

例
cSK

患者和
9#5

例健康妊娠妇女进行血清
/]4

含量

测定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收集在本院产科检查及住院的妊娠
2N

!

!N

周的孕妇)年龄
2#

!

9#

周岁)

cSK

患者
26!

例$病例组%#健

康妊娠孕妇
9#5

例$对照组%)

$3/

!

仪器与试剂
!

东芝
/]479#\I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4

,

/](R

检测试剂盒由上海丰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3'

!

方法

$3'3$

!

标本采集
!

清晨空腹座位采取静脉血#取血清
"

#

R

及

时分离血清)用上海丰汇公司酶循环法
/]4

试剂测定孕妇

/]4

值#本实验室正常参考值为
#

!

1#

#

';>

"

R

#

/]cR

用上海

丰汇公司亚硝酸盐氧化法
/]cR

试剂测定孕妇
/]cR

值#本实

验室正常参考值为
"

!

2N

#

';>

"

R

)

$3'3/

!

诊断标准*

2

+

!

$

1

%妊娠中晚期出现皮肤瘙痒或伴有不

同程度的黄疸($

2

%实验室检查!血清总胆汁酸水平升高#或伴

丙氨酸转氨酶$

4R/

%及天冬氨酸转氨酶$

4E/

%轻度至中度升

高($

!

%妊娠是引起皮肤瘙痒及生化异常的惟一原因($

9

%妊娠

终止后#症状,体征和生化异常指标迅速消失或恢复正常)

$31

!

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用
LOE

表示#采用
EKEE

统计软

件分析)

/

!

结
!!

果

两组孕妇的
/]4

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1

)两组孕妇的

/]cR

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2

)

表
1

!

两组孕妇的
/]4

检测结果比较%

LOE

&

组别
( /]4

$

#

';>

"

R

%

病例组
26! !N321"O2!398

对照组
9#5 "3#!O!32!1

!

#

#3##1

表
2

!

两组孕妇的
/]cR

检测结果比较%

LOE

&

组别
( /]cR

$

#

';>

"

R

%

病例组
26! !#3#9O632

对照组
9#5 831!O!31

!

#

#3#2"

!!

从表
1

,

2

可以看出病例组与对照组相比#

/]4

水平明显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1

%)

/]cR

水平也升高#同

时病例组孕妇均有不同程度的肝功能改变)

'

!

讨
!!

论

'3$

!

cSK

是妊娠中晚期并发症#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

研究表明#

cSK

与雌激素,遗传,免疫和环境因素有关#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雌激素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

!

+

)近年

来英国科学家研究证明#不明原因的死产中有半数是
cSK

引

起的#而且
cSK

最大的危害是发生不能预测的胎儿突然死于

宫内#慢性缺氧机制不能解释此种情况的发生)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
cSK

胎盘绒毛间狭窄仅引起胎盘氧储备力下降#而胎盘

对氧的扩散功能与正常胎盘无明显差异#尚不足以导致
cSK

胎儿于临产前突然死于宫内#临床发现
cSK

患者胆汁酸水平

与胎儿缺氧有关#胆汁酸水平越高#胎儿缺氧越严重#认为高浓

度的胆汁酸有浓度依赖性血管收缩作用#使胎盘绒毛表面血管

痉挛#绒毛静脉血管阻力增高#在胎盘绒毛膜板的水平氧合血

流量骤然减少#导致胎儿血流灌注急剧下降#胎儿急性缺氧)

'3/

!

由于妊娠期生理性血液稀释#正常孕妇血清
/]cR

水平

降低#

cSK

孕妇
/]cR

增加仅出现在胆汁淤积较严重的病例#

故其诊断的特异性不高)本组资料显示的结果与文献报道一

致*

9

+

!血清
/]4

水平与
/]cR

水平呈正相关#它才是评估病情

和预测不良围生结局的最敏感指标#而与母亲的一般情况无

关)因此#妊娠中晚期血清
/]4

的检测#动态观察血清
/]4

水平)可提高妊娠期
cSK

诊断#及早预防胎儿窘迫,早产的发

生#适时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以达到降低围生儿发病率及围

生儿死亡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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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稀释血清标本消除高胆红素对血氨测定的干扰

宋玉梅!周国芹"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9###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高胆红素对血氨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
!

在相同的条件下测定血清标本稀释前后血氨浓

度!比较两种结果的变化及其临床符合率!经统计学分析两者之间的平均值之间的显著差异$结果
!

血清标本总胆

红素含量在
1N31

!

N"3#

#

';>

'

R

之间时!两种结果相近!且临床符合率相当&当血清标本总胆红素含量大于
N"3

#

#

';>

'

R

时!两种结果及临床符合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稀释血清标本可消除高胆红素对血氨测量结果

偏低的干扰$

"关键词#

!

血氨&

!

总胆红素&

!

干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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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1562789""

"

2#11

#

#67#N9"7#!

!!

血氨是反应肝功能严重损伤与否的一个良好的指标)血

氨测定对于肝硬化门脉高压,肝昏迷,

I+

&

+

综合征及儿科的一

些先天性代谢紊乱等病的观察和预后判断有着重要意义*

1

+

)

因此血氨是肝炎后期及肝硬化实验室生化检测项目之一#尤其

-

"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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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肝昏迷的患者来说血氨浓度的测定更为重要)但在实际

血氨的测定过程中#由于肝炎患者的血清标本多为高胆红素性

血清标本#对血氨的测定有一定的干扰#常常导致血氨的检测

结果明显低于实际水平#甚至出现负值这种明显偏离临床的现

象)为此#本研究在相同的条件下同时测定
2!6

例高胆红素性

血清原标本和稀释后标本的血氨浓度#结果发现稀释标本可以

消除高胆红素性血清标本对血氨测定的干扰)

$

!

材料与方法

$3$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肝病科血清总胆红素含量超过正常

值的住院患者血清标本共
2!6

例)其中血清总胆红素含量在

1N31

!

N"3#

#

';>

"

R

之间
1#8

例#大于
N"3#

#

';>

"

R12N

例)

标本采集一律采用北京积水创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

次性分离胶真空采血管及其配套双向采血针)血液凝固
1"

'(*

#以
!"##@

"

'(*

离心
1#'(*

分离血清并立刻检测)

$3/

!

仪器
!

采用北京中生
[P!

型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采

用北京中生生物工程技术公司的
"f"'R

规格的血氨配套试

剂盒)

$3'

!

方法
!

在分析仪稳定状态下#每天用新鲜的蒸馏水调零

后做试剂空白)用两点法同时测定原血清标本血氨浓度和对

原标本用新鲜生理盐水
1j1

稀释后的血氨浓度)以血清总胆

红素浓度为横坐标#以标本稀释前后血氨测定结果差值的绝对

值为纵坐标作散点图#然后添加趋势线#找出曲线开始偏离线

性的位置)

$31

!

统计学方法
!

以曲线偏离线性位置为界用
;

检验法来比

较稀释前后测定结果#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通过作图#发现血清总胆红素浓度超过
N"3#

#

';>

"

R

以

后#曲线明显发生偏离线现象#见图
1

)标本血清总胆红素含

量在
1N31

!

N"3#

#

';>

"

R

之间#经
;

检验标本稀释前后的血氨

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二者的临床符合率几

乎相当)血清总胆红素在这个范围内稀释标本对提高血氨浓

度测定的准确度来说意义不大#结果见表
1

,

2

)

对于血清标本总胆红素含量大于
N"3#

#

';>

"

R

的标本来

说#直接测定原标本会经常出现低于正常参考值的测定结果#

甚至出现测定结果是负值这种明显偏离临床的现象)其中直

接测定原标本结果正常或低于正常参考值而稀释后升高的
52

例$

9N399W

%)直接测定原标本结果是负值而稀释后出现高血

氨的
1N

例#占
193#5W

)稀释后的测定结果大多高于正常参

考范围#还有很少一部分在正常范围上限#临床符合率远远高

于原标本的测定结果)经
;

检验血清总胆红素在这个范围内

的血清标本稀释前后血氨浓度的测定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3#"

%#稀释后的测定结果更准确)此时#稀释标本

对血氨测定准确度来说有很大的意义)

表
1

!

血清标本稀释前后血氨浓度测定结果比较表

血清总胆红素含量 无明显差别$

(

% 有明显差别$

(

% 稀释前符合率$

W

% 稀释后符合率$

W

%

1N31

!

N"3#

#

';>

"

R 1#2 6

"

8!3"N 89398

$

N"3#

#

';>

"

R 55

"

52

"

"13"5 8!36"

!!

注!

"

6

例中的
"

例为血氨浓度大于
!5#3#

#

';>

"

R

#超该方法的线性范围$

#

!

!"23N

#

';>

"

R

%#需要稀释(

"

55

例中的
19

例为急性肝衰竭

所致的肝性脑病(

"

52

例中的
8

例没有明确诊断#其中原血清出现负值#稀释后出现高血氨
1N

例)

图
1

!!

标本稀释前后血氨测定结果差值的绝对值随

!!!

总胆红素浓度变化的趋势图

表
2

!

血清标本稀释前后血氨浓度测定结果

!!

均值比较表%

#

';>

(

R

&

血清总胆红素含量
(

稀释前均值 稀释后均值

1N31N"3#

$

#

';>

"

R

%

1#8 1253## 1!13!1

$

N"3#

$

#

';>

"

R

%

12N 65316 1623!N

'

!

讨
!!

论

在血氨的测定过程中#影响因素很多#本研究采用分离胶

真空采血管采血后迅速分离血清来削弱空气和环境的影响)

并且由于分离胶管加入了对血清成分呈惰性的材料#血样在分

离胶管中离心后#分离胶在血清与血块之间形成胶状的隔离

层#从而阻止了血细胞产生的氨进入血清*

2

+

)针管内表面极度

光滑#管壁最薄#采血速度快#细胞破损少*

!

+

#从而防止标本溶

血红细胞内的氨释放入血清而使血氨测定结果升高)消除这

些影响因素后#血氨测定时血清标本中过高的胆红素会吸收一

定的光波#影响测定过程中吸光度的变化而影响测定结果#这

是高胆红素性血清标本对血氨测定干扰的原因之一(胆红素经

血红素加氧酶作用后转变为胆绿素#再经还原酶的作用#转变

为间接胆红素#在此还原过程中可提供
2

个氢原子#起到抗氧

化作用*

9

+

#在大量存在时影响一定的氧化反应#这可能是它对

血氨测定的干扰原因之二)而稀释标本相对来说减弱了这种

干扰)对于总胆红素稍高的血清标本相对来说这两种干扰影

响小#稀释标本对血氨测定结果的准确度影响不大)而对于总

胆红素超过
N"3#

#

';>

"

R

的标本来说#标本中大量胆红素对吸

光度的影响较大#此时稀释标本就明显降低了它对吸光度的影

响#从而也就减少了它对血氨测定的负干扰)另外#当血氨浓

度过高时也需要稀释标本#以防止因超出线性范围而引起的测

定误差)慢性肝性脑病,

KEa

患者多半有血氨升高)但急性肝

性脑病患者的血氨可以正常*

"

+

)所以有些急性肝衰竭所致的

肝性脑病确诊患者的高胆红素性血清标本稀释后血氨浓度测

定结果仍在正常范围#这也属于正常现象)总之#对于总胆红

素很高的血清标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通过稀释标本的办法来

消除这种标本对血氨测定的影响#以减少测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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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大同地区孕妇围生期病原体感染的检测分析

张秀清"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6##9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目前大同地区孕妇
/VISX

)弓形虫"

/VP

#%风疹病毒"

IT

#%巨细胞病毒"

SJT

#%单纯疱

疹病毒"

XET

#的缩写*感染的情况$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aRcE4

#检测
"5#8

例孕妇血清中
/VISX7c

C

J

抗体$结果
!

受检测孕妇血清中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
&

型的特异性
c

C

J

抗体阳性率分别

为
#391W

%

#355W

%

2321W

%

138NW

$结论
!

/VISX

感染与优生优育有重要关系!应加强孕妇和准孕妇对
/VISX

的认识!普及优生知识!倡导优生优育$

"关键词#

!

/VI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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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X

是指一组可导致宫内感染及围生期感染的病原

体的英文缩写#其中
/

是指弓形虫$

$;H;

?

>-.'-

#

/VP

%#

I

是指

风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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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是指巨细胞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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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T

%#

X

是指单纯疱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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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T

%#孕妇由于内分泌的改变和免疫力低下而容易发生感

染)妊娠期感染其中一种或几种病原体#不仅危害母体#往往

可通过胎盘引起宫内感染#导致流产,死胎,早产,胎儿生长迟

缓和发育畸形#还可能垂直传播给胎儿#引起先天性新生儿感

染)因此
/VISX

检测与优生优育有极为重要的关系)本研

究对来本院做产前检查的
"5#8

例孕妇进行
/VISX7c

C

J

抗

体检测#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3$

!

一般资料
!

收集
2##6

年
!

月至
2##8

年
12

月来本院进

行产前检查的
"5#8

例孕妇#空腹采集静脉血分离血清后#置

9g

冰箱保存待检)

$3/

!

试剂与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试剂由北京贝

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实验操作和结果判定严格按照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

/

!

结
!!

果

/VISX7c

C

J

检测结果#见表
1

)

表
1

!

"5#8

例孕妇
/VISX7c

C

J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阳性例数 阳性率$

W

%

/VP7c

C

J 2! #391

IT7c

C

J !6 #355

SJT7c

C

J 129 2321

XET7

&

7c

C

J 111 13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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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弓形虫感染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弓形虫的主要宿主为猫,狗等动物#传播方式为猫,狗粪便中的

弓形虫卵囊污染水或食物使人感染)孕妇感染后多无症状或

症状较轻#但可通过胎盘传给胎儿#发生流产,胚胎发育障碍,

胎儿畸形或死胎等)

IT

是引起风疹的病原体#主要经呼吸道

传播#人体普遍易感#潜伏期为
1#

!

2")

#感染一般症状较轻#

容易被忽视#但孕妇在妊娠早期感染
IT

可以通过胎盘垂直感

染胎儿#除引起流产,死胎,死产外#胎儿存活出生的#婴儿可能

发生先天性风疹综合征$

SIE

%

*

1

+

#表现为先天性白内障,先天

性心脏病,神经性耳聋,失明,畸形和智力障碍等)

SJT

在自

然界普遍存在#并具有高度种属特异性#人类是
SJT

的惟一

宿主#其感染具有终生性#人体感染
SJT

后#可以从唾液,尿

液,精液#宫颈分泌物和乳汁等几乎所有体液中长期或间歇地

排出
SJT

)口腔和呼吸道传播是
SJT

的主要传播途径#还

可通过胎盘传播,输血传播,器官移植传播和性传播)临床上

分为原发感染,复发感染,潜伏感染和反复感染
9

种#孕妇原发

感染对胎儿可能造成的危害比复发感染严重#若孕妇在妊娠最

初
!

个月感染
SJT

#将侵犯胎儿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导致心,脑,眼,耳发育的功能异常#脑是最易受侵犯的部位#若

在妊娠晚期感染#可引起新生儿
SJT

包涵体病,先天性耳聋,

婴儿肝炎综合征,黄疸,病毒性肺炎,肝脾肿大等#

SJT

先天性

感染的发生率为
#3"W

!

23"W

*

2

+

)

SJT

感染多呈亚临床不

显性感染和潜伏感染#多数症状隐匿#因此#主要依靠实验室诊

断)迄今#

SJT

被认为是
/VISX

感染中对胎儿危害最大的

一种病毒*

!

+

)

XET

主要引起皮肤黏膜疱疹性疾病#分
XET7

%

型和
XET7

&

型两种血清型#

XET7

%

型主要引起生殖器以

外的皮肤黏膜和器官感染#由口腔和呼吸道传播)

XET7

&

型

主要引起生殖器疱疹#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孕妇感染

XET7

&

型#可以传播给胎儿#多见于分娩时经产道而感染#新

生儿感染常表现为皮肤,咽,眼部和口腔的局部感染(播散性感

染#累及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在内的多个脏器#死亡率高达
6#W

!

N#W

#幸存者多遗留中枢神经系统后遗症*

9

+

)

/VISX7c

C

J

阳性#提示受检者有近期感染或复发感染)

本文研究显示本地区孕妇
SJT

和
XET7

&

型感染率较高#与

张秀贞等*

"

+报道的数据相近)而
/VP

和
IT

感染率较低#可

能与近年来人们对优生优育的重视,对
/VISX

的认识和人

口结构,环境治理等有关#另外#育龄妇女在孕前接受优生咨询

指导#对
IT

易感者预防接种风疹疫苗有关)

目前#我国每年有
2###

多万新生儿出生#有
9W

!

5W

$约

1##

万%出生时有严重的缺陷*

5

+

)

/VISX

感染是引起流产,

早产,死胎,胎儿生长迟缓,发育畸形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

/VISX

感染应以预防为主#应加强对
/VISX

的宣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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