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诊患病率为
":8759

$

"$&

"

&'!

%+

表
%

!

两种方法妇科样本检测结果比较%

'

&

唾液酸酶法
-K<DL

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5 "%:

阴性
"% '7& '!'

合计
""' '5: "$#%

表
:

!

两种方法皮肤性病科样本检测结果比较%

'

&

唾液酸酶法
-K<DL

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5 ":&

阴性
5 5!% 5!#

合计
"$& 5## &'!

'

!

讨
!!

论

唾液酸酶法是以检测
)*

患者阴道分泌物中微生物群的

代谢产物唾液酸酶为基础的诊断方法#其机制是利用微生物独

具的酶催化#结合发色地物形成的酶快速检测技术#同
-K<DL

法相比#唾液酸酶是细菌性阴道病致病菌产生的特异性酶之

一#其活性与细菌性阴道病发病严重程度成正比)

!

*

#不受念珠

菌,阴道毛滴虫,支原体等的影响#具有快速省时,客观,操作简

单,结果稳定可靠易判读及特异性强等特点+

)*

患病率在不同女性人群中有所不同#国外调查表明!

妇科门诊中
)*

的患病率为
"!9

#孕妇的患病率为
"$9

!

%!9

#性传播性疾病门诊妇女的患病率达
:&9

)

5

*

#国内文献报

道
)*

在妇科门诊的患病率为
78'!9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本

院近
%

年妇科门诊患者患病率为
"$8''9

#皮肤性病门诊患者

患病率为
":8759

+患病率低于国外水平#高于国内平均

水平+

部分
)*

患者因无明显临床症状而未能及时明确诊断并

加以有效控制#转为慢性
)*

常可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在妇科

是引起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不孕症,异位妊娠等的

重要危险因素#在产科可导致早产,胎膜早破,新生儿感染等+

严重危害了广大妇女的身体健康#因此
)*

的检测有利于
)*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并减少并发症#降低与之相关疾病的危

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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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脂肪肝患者的血脂及血液流变学分析

陈丽娟"湖北省鄂州市鄂钢医院检验科
!

7: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脂肪肝患者血脂及血液流变指标的变化及临床意义!为其预防及治疗提供实验依据$方

法
!

#$

例脂肪肝患者"病例组#和
!$

例非脂肪肝健康体检者"对照组#测定血脂&血液流变及纤维蛋白原等指标作

相关分析$结果
!

两组比较!脂肪肝患者的血脂&全血比黏度&血浆比黏度&血细胞比容&红细胞聚集指数&纤维蛋白

原指&红细胞沉降率"简称血沉#及血沉
Y

值标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

C

#

$8$"

和
$8$!

#$结论
!

脂肪肝患者血液

流变性及血脂明显异常!高血脂及血液黏度增加促使脂肪肝的形成!定期检查血脂&血液流变指标及纤维蛋白原!对

其预防及治疗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

脂肪肝%

!

血脂检测%

!

血液流变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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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7!!

"

%$""

#

$#6$'556$%

!!

脂肪肝患者血液流变学和血液成分的变化与脂肪肝的形

成密切相关+故定期检测血脂,血液流变指标及纤维蛋白质#

对预防和治疗脂肪肝有一定的临床价值+现将本院
#$

例脂肪

肝检测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经
)

超检查确诊为脂肪肝患者
#$

例$病例组%#其中男
7&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5$8%

岁#对照组为来本院的健康体检者#

)

超诊断为非脂肪肝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5$8#

岁+诊

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
%$$5

年
%

月修订的诊疗指南)

"

*

+

$8/

!

方法

$8/8$

!

标本采集
!

所有受试对象早晨空腹#用肝素抗凝管抽

取静脉血
:K/

和
!K/

#分别作血脂和血液流变学检测#同时

用枸橼酸钠抗凝管$

'h"

%抽取血液
%K/

作纤维蛋白原检查#

-

5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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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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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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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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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与抗凝剂混匀#需避免剧烈振摇以免溶血+

$8/8/

!

血脂测定
!

将标本离心分离出血浆后#用日立
&$#$

型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总胆固醇$

?3

%,三酰甘油$

?;

%,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

(+/6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3

%等试剂

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其中
?3

,

?;

选用酶

法#

(+/63

,

/+/63

采用直接法+

$8/8'

!

血液流变学检测
!

采用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生产的
g/'$$$3

型全自动血液流变快测仪测定+仪器温度

设定为
:&`

+全血黏度$

<

M

%!取切变率
%$$<

Q"

,

"<

Q"

+红细

胞压积$

(3?

%和血沉$

.14

%均采用
[IBFE@MD

短管法测定+

$8'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分析采用
1211"$8$

统计学软件#计

量资料用$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脂肪肝患者的高切,低切变率下的全血液比黏度,血浆比

黏度,血细胞比容,聚集指数,纤维蛋白原,血沉,

?;

和
?3

等

指标明显异常#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C

#

$8$"

和
$8$!

%+见表

"

,

%

+

表
"

!

各组血脂检测比较%

:\?

&

组别
' ?;

$

KK@L

"

/

%

?3

$

KK@L

"

/

%

(+/63

$

KK@L

"

/

%

/+/63

$

KK@L

"

/

%

病例组
#$ %8#&\%855 !8$"\"8$! "8"#\$8%! :8%!\%8"&

对照组
!$ "85!\"8&$ 78&!\$8&& "8:#\$877 :8$"\"8$%

C

#

$8$"

#

$8$"

#

$8$"

#

$8$!

表
%

!

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

&

组别
'

全血黏度值$

K

S

G

-

<

%

%$$<

Q"

"<

Q"

血浆黏度值

%$$<

Q"

$

K

S

G

-

<

%

红细胞聚集指数
(3?

$

9

% 凝血因子$

=

% 红细胞沉降率

病例组
#$ &8!7\$8#' "#8&!\:8"& :8%!\$85! &8#&\"8$# !:8%#\"$8": 58#!\"87% %%85:\%8&5

对照组
!$ :8&'\$8&$ "%8$"\"85& "87!\$8:" :8':\$8:! :#8#&\"8&: :8$'\"8%# "%8:!\"8"!

C

#

$8$"

#

$8$"

#

$8$"

#

$8$"

#

$8$"

#

$8$"

#

$8$"

'

!

讨
!!

论

本文结果表明#脂肪肝患者的
?;

,

?3

,全血黏度,血浆比

黏度,血细胞比容,红细胞聚集指数和纤维蛋白原等指标较对

照组显著升高#提示脂肪肝时血液流变学及血液成分发生变化

而使血液的黏度增高)

%

*

+

?;

,

?3

,

/+/63

是与脂肪肝相关的

正向指标#

(+/63

则是与脂肪肝相关的负向指标#说明脂肪肝

患者因脂肪大量沉积于肝脏#引起肝细胞脂肪样变性#肝脏的

功能下降#分解与处理
?;

,

?3

的能力减退#血液中
?;

,

?3

增

高#

/+/63

是血液运输胆固醇的脂蛋白#相应随之增高+

(+/63

为肝脏合成清除血胆固醇的主要脂蛋白#肝脏损伤的

脂肪肝患者#合成
(+/63

障碍#血
(+/63

含量降低)

:

*

+本资

料显示#血液黏度的升高与脂肪肝发生率呈正相关性#而血脂

升高是引起血液黏度升高的重要因素+血液中
?;

,

?3

等脂

质成分增高#使红细胞变形性下降#全血黏度升高+本资料显

示病例组的
(3?

明显高于对照组#在
(3?

升高时血液黏度

急剧升高#血流缓慢#从而导致某一区段的门静脉血流量降低#

该区肝组织局部缺血#于是肝实质内糖原减少和脂肪堆积增

多)

7

*

+本试验中脂肪肝患者的纤维蛋白原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纤维蛋白原升高是引起血液黏度升高的又一重要因素+红细

胞聚集性明显增高的原因主要是纤维蛋白原和球蛋白血浆浓

度升高及红细胞表面电荷减少引起+红细胞聚集性的增加和

血浆黏度的增加使血液黏度进一步增加)

!

*

#使血管外周阻力增

加#血压升高#同时红细胞聚集性增强#血液缓慢#可使病变的

肝组织进一步缺血#加重原有的肝区病变)

5

*

+血沉的快慢与

(3?

呈负相关#与红细胞聚集性呈正相关#

Y

值是去除
(3?

影响后的血沉校正值#本实验显示脂肪肝患者血沉和血沉
Y

值较健康组高#与文献)

7

*报道不符#有待累积更多病例观察

研究+

本结果显示#脂肪肝患者血液流变学和血液成分的变化与

脂肪肝的形成密切相关+故在治疗时应积极降低血脂和血液

黏度#改善血液流动性#对提高疗效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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