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治疗#最大限度的恢复肺通气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本次研究中#作者对
3b2+

患者在常规基础及生活护理

的基础上#根据需要给予相关的舒适护理措施后#其心理异常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生活自理率,满意率及治疗依从率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C

#

$8$!

%+可见舒适护

理明显改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不良心理状态#可见在护理过

程中#舒适护理可大大提高满意度及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认可#提高了治

疗效果#体现护理人员自身价值#培养良好的工作综合能力#全

面提高整体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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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乳酸脱氢酶对己糖激酶法测定血糖结果的影响

宋雷雷!焦留宏!丁友宏!赵亚萍!徐广峰"解放军第
#%

医院检病科!江苏淮安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乳酸脱氢酶对己糖激酶法"

HDR@OIBG<D

!

(Y

#检测血糖的影响$方法
!

采用
(Y

法和葡萄

糖氨化酶法"

;b+

#法分别检测
""$

例血清乳酸脱氢酶"

/+(

#及不同浓度梯度
/+(

含量的
2)1

溶液和血清溶液中

血清葡萄糖"

;/a

#含量$结果
!

"

"

#

(Y

法检测
""$

例患者血清
;/a

的结果随
/+(

含量升高!

;/a

测定值逐渐

下降的趋势!

/+(

含量与
;/a

结果呈明显负相关关系"

@Z!8:7

!

C

#

$8$"

#%"

%

#当
/+(

$

!$$

*

K@L

'

/

时!

(Y

法

检测
;/a62)1

溶液中的
;/a

结果均显著低于实际浓度$

(Y

法检测溶液中
;/a

结果均呈现随
/+(

浓度升高!

所检测
;/a

结果与实际
;/a

含量相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结论
!

乳酸脱氢酶"

/+(

#可能对
(Y

法检测
;/a

结果产生显著的负干扰影响$

"关键词#

!

乳酸脱氢酶%

!

己糖激酶法%

!

血糖
!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7!!

"

%$""

#

$#6$'5%6$:

!!

血清葡萄糖$

=

LA>@<D

#

;/a

%测定作为与糖代谢有关疾病

的诊断,治疗,监测的一个有效指标#在临床应用十分普遍+

;/a

的测定方法较多#但目前实际工作中应用最广的是己糖

激酶法$

HDR@OIBG<D

#

(Y

%和葡萄糖氧化酶法$

=

LA>@<D@RICG<D

#

;b+

%+

(Y

法检测血糖特异性强#精密度和准确度高#不易受

血清中内源性物质干扰#是目前国际上公认测定葡萄糖的参考

方法+然而实际工作中#本研究发现部分肝脏疾病,心肌疾病

患者在应用
(Y

法检测血糖时#出现血糖结果假性偏低#与临

床症状不相吻合#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这类患者均存在乳酸脱

氢酶$

LG>FGFDCDH

U

CE@

=

DBG<D

#

/+(

%明显增高的现象)

"

*

+本文

分别应用
(Y

法和
;b+

法对
/+(

增高患者血清
;/a

进行

了检测)

%

*

#并进一步探讨
/+(

对
(Y

法检测葡萄糖的影响+

$

!

临床资料

$8$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及门诊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5

!

&$

岁#血清
/+(

含

量为
##

!

%%$$

*

K@L

"

/

#胆红素小于
%$$

*

K@L

"

/

#无溶血)

:

*

#

;b+

法检测
;/a

含量
78$

!

!8:KK@L

"

/

+

$8/

!

材料和试剂
!

(Y

法和
;b+

法检测葡萄糖试剂盒购自

南京汇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试剂购自美国
1I

=

KG

公司#

2)1

溶液由本实验室配制#高压灭菌后室温保存+

$8'

!

/+(

干预试验
!

采用
2)1

溶液配制
! KK@L

"

/

,

"!

KK@L

"

/

,

%! KK@L

"

/ ;/a

溶 液#再 分 别 以
! KK@L

"

/

,

"!

KK@L

"

/

,

%!KK@L

"

/;/a

溶液为溶剂#配制
"$$

*

K@L

"

/

,

:$$

*

K@L

"

/

,

!$$

*

K@L

"

/

,

&$$

*

K@L

"

/

,

'$$

*

K@L

"

/

,

"%$$

*

K@L

"

/

,

"!$$

*

K@L

"

/

,

"'$$

*

K@L

"

//+(6;/a

溶液(另以正常患者

血清为溶剂#配制
!KK@L

"

/

,

"!KK@L

"

/

,

%!KK@L

"

/;/a

血

清溶液#再分别在上述
;/a

含量血清溶液中加入以上浓度梯

度的
/+(

+

$81

!

;/a

含量检测$

;b+

法和
(Y

法%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奥林巴斯
-a57$

%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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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1211"$8$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测量

数据用
:\?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

C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Y

法及
;b+

法检测不同浓度
/+(

血清
;/a

结果
!

""$

例患者血清
/+(

含量为
##

!

%%$$

*

K@L

"

/

#

;b+

法检测

;/a

含量为
78$

!

!8:K@L

"

/

#

(Y

法检测
;/a

的结果呈现随

/+(

含量升高#

;/a

测定值逐渐下降的趋势#

/+(

含量与

;/a

结果呈明显负相关关系$

@Z!8:7

#

C

#

$8$"

%#当
/+(

浓

度达到
"!$$

*

K@L

"

/

以上时#

(Y

法检测结果接近
$KK@L

"

/

$图
"

%+

图
"

!!

(Y

法和
;b+

法检测不同浓度
/+(

血清
;/a

结果

图
%

!!

!KK@L

(

/;/a62)1

+

;/a

血清溶液中
(Y

法和

;b+

法检测不同浓度
/+(

条件下的
;/a

结果

图
:

!!

"!KK@L

(

/;/a62)1

+

;/a

血清溶液中
(Y

法和

;b+

法检测不同浓度
/+(

条件下的
;/a

结果

/8/

!

不同浓度
/+(

对
(Y

法检测
2)1

溶液及血清中
;/a

结果的影响
!

如图
%

!

7

所示#

/+(

浓度在
"$$

!

:$$

*

K@L

"

/

之间时
(Y

法检测
!

*

K@L

"

/

,

"!

*

K@L

"

/

,

%!

*

K@L

"

/;/a6

2)1

溶液中
;/a

结果均无明显影响+当
/+(

达到
!$$

*

K@L

"

/

时#

(Y

法检测
:

组溶液中的
;/a

结果均显著低于实

际浓度#而
;b+

法检测结果与实际浓度无明显差异+

(Y

法

检测
:

组溶液中的
;/a

结果均呈现随
/+(

浓度升高#所检

测
;/a

结果与实际
;/a

含量相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当

/+(

达到
"'$$

*

K@L

"

/

时#

!KK@L

"

/

组检测结果接近于

$KK@L

"

/

#

"!

*

K@L

"

/

组检测结果降低
'$9

#

%!

*

K@L

"

/

组降

低
5$9

+

(Y

法检测血清中
;/a

结果与
2)1

溶液中的结果

无明显差异+

图
7

!!

%!KK@L

(

/;/a62)1

+

;/a

血清溶液中
(Y

法和

;b+

法检测不同浓度
/+(

条件下的
;/a

结果

'

!

讨
!!

论

本文结果表明#

(Y

法检测高
/+(

血清的血糖值与
;b+

法存在较大的偏差#针对
;b+

法测定结果相对稳定且在正常

范围内的血清标本#采用
(Y

法重复检测#出现随
/+(

含量

升高#

;/a

测定值逐渐下降的趋势#提示
/+(

可能干扰了

(Y

法的检测过程+

(Y

法检测血糖的原理与体内正常糖代

谢途径中的反应相似#测定过程分为两步#第
"

步中生成的葡

萄糖
656

磷酸在葡萄糖
656

磷酸脱氢酶作用下#将烟酰胺腺嘌呤

二核苷酸$氧化态%$

,-+V

%还原生成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还原态%$

,-+(V

%#

,-+(

在
:7$BK

有特异吸收峰#其吸

光度的升高与
;/a

的含量成正比+研究分析
/+(

引起
(Y

法检测
;/a

结果的假性偏低的原因可能与
/+(

干扰
(Y

法

的第
%

步特异反应有关+

(Y

法的两步特异性反应中生成

,-+(

的第
%

个反应是
(Y

法测定血糖结果的重要环节+

/+(

作为还原性物质能特异性地消耗
(Y

法检测反应中所产

生的
,-+(

#使吸光度测量值偏低#从而导致血糖结果假性偏

低+

采用
/+(

纯品进行干预试验的结果表明当
/+(

浓度小

于
:$$

*

K@L

"

/

时#

(Y

法及
;b+

法检测
2)1

溶液或血清中

;/a

结果均接近真值#提示血清中正常浓度的
/+(

对两种检

测
;/a

的方法均不会产生干扰+而当
/+(

浓度大于
!$$

*

K@L

"

/

时#

;b+

法检测的结果接近真值#

(Y

法的结果则显

著低于真值#进一步证实异常增高的
/+(

可以干扰
(Y

法检

测
;/a

的结果+所以实际工作中#当患者血清
/+(

浓度高

于正常时应慎用
(Y

法检测血糖+本实验结果还表明#当

/+(

浓度达到
"!$$

*

K@L

"

/

时#

(Y

法检测实际
;/a

含量为

"!KK@L

"

/

的结果为
%8%KK@L

"

/

#提示对于伴有
/+(

严重升

高的糖尿病患者#尤其不宜采用
(Y

法检测血糖#否则极易误

导临床治疗方案的确定+

实验结果表明无论在
2)1

为溶质的
;/a

溶液中#还是以

血清为介质的
;/a

溶液中#

(Y

法检测
;/a

假性偏低和高

/+(

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综合以上实验结果提示正

常血清中的物质不会干扰非法检测的结果+

综上所述#采用
(Y

法检测血糖仍存在方法学上的不足

之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尚不能完全取代
;b+

法+高乳酸脱

氢酶患者在临床上较为常见#如各种急慢性肝脏疾病,心肌疾

病等患者#对于此类患者应尽量避免采用
(Y

法检测血糖#尤

其当检测结果与临床表现明显不相符时#应尽量采取多种方法

进行比较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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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干化学法对尿液中红细胞"

4)3

#和白细胞"

[)3

#检测的筛查意义$方法
!

通过干化学

法和沉渣镜检对
5$$

份新鲜尿液标本进行检测!对其检测尿液
4)3

和
[)3

结果进行比对分析$结果
!

干化学法

尿液
4)3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尿液
4)3

阳性
"'7

例!阳性率为
:%8: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Z78%%!

!

CZ$8$7$

#%干化学法尿液
[)3

阳性
5:

例!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尿液
[)3

阳性
':

例!阳性率

为
"!8!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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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干化学法检测
4)3

和
[)3

时!有较高的假阳

性率和假阴性率!干化学法只能作为尿液常规检查的筛查作用!不能完全替代沉渣镜检法$

"关键词#

!

尿液%

!

干化学法%

!

沉渣镜检%

!

红细胞%

!

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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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液有形成分检查是诊断肾脏疾病及泌尿道疾病的主要

方法之一#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尿干化学分析仪逐步在

国内基层医院普及#因其灵敏度高,快速#大大减轻了检验人员

的劳动强度#被广泛应用于尿液常规检测+为了解干化学法联

合沉渣镜检检测尿液
4)3

和
[)3

结果的相符程度#对
5$$

例

尿液标本进行检测#现报道如下+

$

!

材料和方法

$8$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门急诊,住院患者的随机尿液新鲜

标本
5$$

份#保证
%H

内完成检测+

$8/

!

仪器和试剂
!

采用优利特
"$$-

尿液分析仪和配套尿液

检测
""

项试纸#

b/]W2a163(

显微镜#

#$6%

离心机+室内质

控均符合要求+

$8'

!

检测方法
!

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第
:

版)

"

*进行操

作#用一次性洁净尿杯留取随机尿液约
:$K/

#取
"$K/

置于

特制离心管中#将试纸条浸入约
%<

取出在滤纸上沾去多余的

尿液#置分析仪上作干化学法检测+完毕后#将尿液以
"!$$

E

"

KIB

离心
!KIB

#弃去上清液#剩
$8%K/

左右混匀#先以低倍

镜观察全片#再用高倍镜仔细辨认和计数
[)3

,

4)3

在每个

视野 的 数 量+正 常 参 考 值 是!

[)3

为
$6!

"

(2

(

4)3

为

$6:

"

(2

+

$81

!

统计学方法
!

全部数据应用
1211":8$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两组间阳性率的比较用采用
"

% 检验#

C

#

$8$!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对
5$$

例尿液标本同时进行干化学法和镜检法分析+干

化学法
4)3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
4)3

阳

性
"'7

例#阳性率为
:%8: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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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学法
[)3

阳性
5:

例#阳性率为

"$8!9

#沉渣镜检
4)3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8!9

#两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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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测定尿液
4)3

和
[)3

结果比对%

'

&

沉渣镜检法
尿干化学$

4)3

%

阳性 阴性 合计

尿干化学$

[)3

%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7 !& :5 ':

阴性
7! :5" 7$5 5 !$" !$&

合计
%%# :&% 5$$ 5: !:& 5$$

'

!

讨
!!

论

尿液干化学法检测红细胞的原理是!根据血红蛋白的类过

氧化物的作用催化分解过氧化物#释放出新生态的氧#使邻联

甲苯胺氧化呈色)

%

*

+干化学法既可检出完整的红细胞#又能检

出游离的血红蛋白#而镜检法只能检出完整的红细胞#所以当

红细胞被破坏时尿干化学法检测呈阳性而镜检呈阴性+本资

料显示#干化学法
4)3

阳性率为
:#8$9

#高于沉渣镜检
4)3

的
:%8: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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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郭春霞)

:

*的报道相同+有研究表明)

%67

*

#强氧化剂,肌红蛋白也

会呈阳性反应(大多数革兰阴性杆菌菌和某些革兰阳性球菌可

释放过氧化物酶活性物质#或由于细菌代谢繁殖过程中合成触

酶,过氧化物酶和超过氧化物歧化酶使尿液分析出现假阳性(

某些肾病患者红细胞在肾脏或泌尿道被破坏#尿比重过低,尿

S

(

偏高#导致干化学和镜检法的差异#形成漏检+尿液中有

大量的
*IF3

存在时可出现假阴性#此外某些药物如利福平可

降低红细胞的反应性#使结果偏低一个阳性等级(高蛋白尿,高

比重尿,

S

(

#

!8$

尿,样品未混匀,试剂清蛋白灵敏度不到
"!$

K

=

"

/

等因素均可影响红细胞呈假阴性+

干化学法检测白细胞属间接反映#粒细胞浆内有酯酶#可

作用于模块中的吲哚酚酯#使吲哚酚酯释放吲哚酚#后者与重

氮盐反应形成紫色缩合物#其颜色深浅与细胞多少成比例)

%

*

+

当尿液在膀胱内储存时间过长或标本放置过久#可导致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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