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统计学意义$

C

#

$8$!

%#两组比较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组间
H<6342

和
0/6"$

含量比较%

:\?

&

组别
H<6342

$

K

=

"

/

%

0/6"$

$

S=

"

K/

%

对照组$

'Z:$

%

%8:#V$8!% "!8"%V&8':

脑梗死组$

'Z5$

%

!

第
"

天
:8%5\"8"7 %"875\78!#

!

第
:

天
78#'\%8$" :%8"7\58&7

!

第
&

天
:8"7\"8%# %#8"5\!8##

!

第
"$

天
%8'5\"8:& %%8!"\58%!

'

!

讨
!!

论

脑梗死后机体发生了一系列的炎性反应和免疫反应#炎性

因子和抗炎因子的彼此消长影响着脑梗死患者的预后+

H<6342

作为一种炎性标志物#参与血管炎症和粥样斑块

的形成#并以其快速,微量,灵敏度高,准确度高而越来越受到

临床的关注+有研究表明血浆
H<6342

水平上升是脑梗死的

独立危险因素)

%

*

+

0/6"$

是近年来发现的具有多向性生物活

性的免疫抑制因子+

XEDBODL

等)

:

*研究证实#

0/6"$

通过抑制
4

型辅助
?

细胞$

?H"

%#从而阻止
?H"

型炎性反应#减轻脑梗死

引起的损伤+

;EILLI

等)

7

*的动物实验也表明
0/6"$

对脑缺血性

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梗死组
H<6342

和
0/6"$

的血浆含量

在发病后第
"

天即开始升高#第
:

天达到高峰#随后逐渐下降#

呈现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不同时间段与对照组比较均有统

计学意义+脑梗死后的缺血缺氧可引起一系列的炎性细胞反

应#各种炎性细胞向病变区域聚集并释放炎性细胞因子#炎性

因子的释放增加引起
?

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分泌的

0/6"$

增加)

!

*

+同时#脑梗死的病理学基础为动脉粥样硬化#炎

性反应过程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H<6342

可促进黏附分子的释

放#启动动脉粥样硬化#而且
H<6342

的含量高低与疾病发生

发展过程密切相关+

本研究结果揭示了炎性反应在急性脑梗死发病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H<6342

和
0/6"$

的动态变化为急性脑梗死的临床

治疗及判断预后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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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新生儿黄疸葡萄糖
656

磷酸脱氢酶活性检测及临床意义

雷湘菊"湖南省耒阳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7%"#$$$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新生儿葡萄糖
656

磷酸脱氢酶"

;6562+

#活性检测!了解耒阳地区新生儿黄疸患儿
;6562+

缺乏情况!为新生儿黄疸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对
%:!

例新生儿黄疸患者进行血浆
;6562+

活性

测定$结果
!

%:!

例新生儿中
;6562+

缺乏者
7

例!阳性率为
"8&9

$结论
!

;6562+

缺乏为新生儿黄疸的重要原

因!对
;6562+

缺乏的新生儿进行早期干预!能有效减轻
;6562+

缺乏!从而减轻新生儿溶血的程度!避免发生核

黄疸$

"关键词#

!

新生儿黄疸%

!

葡萄糖
656

磷酸脱氢酶%

!

缺乏
!

!"#

!

$%&'()(

"

*

&+,,-&$)./0(122&/%$$&%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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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是指新生儿时期由于胆红素代谢异常引起血

中胆红素异常升高的疾病#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分生理性

黄疸和病理性黄疸#是新生儿常见疾病之一+引起新生儿黄疸

的原因很多#如溶血性黄疸,感染性黄疸,阻塞性黄疸,母乳性

黄疸等#严重的病理性黄疸能引起核黄疸#其预后较差#除引起

神经系统损伤外#还能致新生儿死亡+溶血性黄疸主要是由于

母婴血型不合引起#葡萄糖
656

磷酸脱氢酶$

;6562+

%缺乏引起

的溶血性黄疸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报道较多#内地报道较

少#本文通过对新生儿黄疸患儿进行血浆
;6562+

活性检测#

了解本地区新生儿黄疸
;6562+

缺乏的情况#为新生儿黄疸治

疗提供科学检测依据#避免核黄疸的发生+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儿

科住院的新生儿黄疸患儿
%:!

例$病例组%#另选取本院健康新

生儿
%$$

例为对照组+

$8/

!

标本采集
!

两组分别采新生儿静脉血
%K/

置于肝素抗

凝管中#离心后取浓缩红细胞
!

*

/

加入到
"K/

专用细胞处

理液中待检+$新生儿黄疸诊断标准如下)

"

*

!出生后
%7H

出现

黄疸)

%

*血清胆红素足月儿大于
%%"

*

K@L

"

/

#早产儿大于
%!&

*

K@L

"

/

#或每天上升超过
#!

*

K@L

"

/

)

:

*黄疸持续时间足月儿大

于
%

周#早产儿大于
7

周)

7

*血清结合胆红素大于
#!

*

K@L

"

/

+

具备其中任何一项即可诊断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对照组为本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

/GMWDC3LIB

!

-

S

EIL%$""

!

*@L8#

!

,@8#



院足月分娩儿#部分有生理性黄疸但均排除病理性黄疸+

$8'

!

仪器与方法
!

贝克曼
/_%$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步

骤按说明书操作#

;652+

测定使用广州科方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检测试剂盒#采用速率法测定#胆红素测定使用北京利德曼

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检测试剂盒#采用钒酸盐氧化法测定+

$81

!

诊断标准
!

;6562+

新生儿参考范围为
%8!

!

!8#a

"

/

#

#

%8!a

"

/

为
;6562+

缺陷+

$82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1211":8$

统计软件进行
@

检验#数据

用
:\?

表示#以
C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病例组胆红素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C

#

$8$!

%#而两组
;6562+

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C

$

$8$!

%#见表
"

+病例组有
7

例
;6562+

缺乏$缺乏组%#

缺乏率为
$8'9

+将上述两组重新分为
;6562+

缺乏组和
;656

2+

对照组#胆红素和
;6562+

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见表
%

+

表
"

!

两组胆红素和
;6562+

比较%

:\?

&

组别
'

胆红素浓度

$

*

K@L

"

/

%

;6562+

浓度

$

a

"

/

%

;6562+

缺乏

$

'

%

病例组
%:! :7%8!\%!85 :8&\"8' 7

对照组
%$$

"&#8!\7:87

"

785\%8:

""

$

!!

注!

"对照组与病例组比较#

C

#

$8$!

#

""对照组与病例组比较#

C

$

$8$!

+

表
%

!

7

例
;6562+

缺乏患儿与正常患儿胆红素比较%

:\?

&

组别
'

胆红素浓度$

*

K@L

"

/

%

;6562+

浓度$

a

"

/

%

缺乏组
7 :#%8!\%:87 %8"\$87

对照组
%:!

%##8:\7!85

"

78%\%87

"

!!

注!

;6562+

对照组与缺乏组比较#

"

C

#

$8$!

+

'

!

讨
!!

论

;6562+

是一种存在于人体红细胞内#协助葡萄糖进行新

陈代谢的一种酶#在这代谢过程中会产生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

酸磷酸$

,-+2(

%的物质能以保护红细胞免受氧化物质的威

胁+

;6562+

活性降低或缺乏时#红细胞不能维持较强的抗氧

化能力#致使细胞氧化物累积#继而损坏红细胞膜#降低红细胞

膜的变形性引起溶血+

;6562+

随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异质性

较大#在我国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趋势)

"

*

+江剑辉等)

%

*报道

广州市
;6562+

筛查阳性率为
78%9

#邱春红)

:

*报道广西玉林

市
;6562+

阳性率为
""8#59

#本市
;6562+

筛查阳性率为
$8

'9

#远低于沿海省份+由于发病率相对低#过去对于新生儿黄

疸本院主要考虑血型不合而忽略了
;6562+

的检测+在
;656

2+

缺乏的高发区#

;6562+

是引起新生儿黄疸的重要原因+由

于
;6562+

缺乏引起的黄疸发病早,病情重,进展快#发生核黄

疸的概率较血型不合引起的溶血性黄疸要大+如本次试验的

7

例患儿胆红素均值为
:#%8!

*

K@L

"

/

以上#远高于对照组+

;6562+

引起的新生儿黄疸无特殊治疗#只需对症治疗即可#预

防其引起的溶血性贫血及核黄疸等后遗症是重点+因此
;656

2+

的检测对提高人口素质让患儿健康成长有一定意义)

7

*

+因

此#对新生儿黄疸进行
;6562+

常规检测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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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法检测阴道分泌物常规对比分析

王
!

武"湖南省怀化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7"#$$$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分析悬滴法&革兰染色法&瑞氏染色法对阴道分泌物"白带#常规项目的阳性检出情况$方

法
!

用悬滴法&瑞氏染色法&革兰染色法对
"'$

份阴道分泌物标本同时进行镜检!染色法寻找滴虫&真菌&线索细胞&

淋球菌等!并与悬滴法查滴虫&真菌等相比较$结果
!

用悬滴法检出清洁度为
(!7

的有
#'

例"

758#79

#!滴虫&真

菌&线索细胞等的阳性率分别为*

:85#9

&

%%85:9

&

#87%9

$用革兰染色法检出清洁度为
(!7

的有
"!7

例

"

#"8$!9

#!滴虫&真菌&线索细胞&淋球菌等的阳性率分别为*

78%"9

&

%58:%9

&

%58:%9

&

%8""9

$用瑞氏染色法检

出清洁度为
(!7

的有
"!7

例"

#"8$!9

#!以上项目的阳性率分别为*

78%"9

&

%!8&'9

&

%!8&'9

&

%8""9

$结论
!

染

色法一张涂片可多项目检查!不受保温措施限制!医生涂片可保证标本质量!病原体被杀死而降低环境污染!尤其涂

片可短期保存以便复查而建立质控措施等优点!可取代悬浮法推广应用$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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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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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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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普遍应用的悬滴法#能简便,快速检查滴虫,真菌#但

因受多种因素影响#漏诊率高#检出率极低)

"6:

*

#不利于建立质

控#临床不甚满意+本文探讨简便易行的瑞氏和革兰染色法用

于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的可行性+

$

!

材料与方法

$8$

!

标本来源
!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在本院妇科

门诊就诊的患者#共
"'$

例#年龄
":

!

&$

岁#取宫颈或阴道分

泌物+

$8/

!

仪器与试剂
!

日产
b/]W2a1

普通光学显微镜+生理

盐水
%8!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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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制
Yb(

溶液$

Y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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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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