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总结出#在被调查的
%3("

例体检人群

中#肝功能检查项目中胆红素单纯性增高的
%%!

例#高于正常

值
%

倍的只有
!#

例#高脂血症者占
(!)%4

#高血压者占

!3)!4

#脂肪肝者占
!3)!4

#经
R

超结果显示有其他肝胆异常

者占
!#)14

#小三阳者占
%)"4

#其他异常者占
%!)%4

#未发现

异常者为
!1)#4

)

'

!

讨
!!

论

')$

!

健康人体内产生的胆红素来自血红蛋白#衰老的红细胞

在网状内皮系统内破坏#血红蛋白被迅速分解产生胆红素即

SRS*

#它对血浆清蛋白具有极高的亲和力#在血中主要与清蛋

白结合成复合物而被运输#由于含量没有变化#故经肝脏处理

过的
SRS*

的量也就没有变化)另外可从胆汁,尿中排出且不

易被重吸收#故健康人血中
/RS*

含量极低#未经肝脏处理的

SRS*

因其不溶于水#不易透过肾小球且易被重吸收#故血中大

部分胆红素为
SRS*

*

!

+

#因而血清
6RS*

的增加主要是
SRS*

的

增高)

')/

!

大量研究发现#胆红素具有明显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氧

化修饰作用#减缓对血管内皮的损伤#抑制血栓和泡沫细胞的

生成#从而防止和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胆红素还能通过

抑制蛋白激酶
M

发挥细胞保护作用)

+887AH

和
67GHB7

*

%

+证

明#胆红素能明显抑制肝脏内脂质过氧化物的增高#阻止抗氧

化酶的降低)

在某些条件下#胆红素会生成一种被称为肝脏生长因子的

清蛋白
5

胆红素复合物#对肝细胞再生有促进作用)因此#胆红

素在人体内不仅是一种有害毒素#还是一种内源性抗氧化剂#

它在体内主要通过清除过氧化脂质#切断过氧化脂质引起的连

锁反应#防止细胞破坏(胆红素还能直接清除氧自由基#于早期

阶段终止自由基引起的细胞损害#对心,脑,肝脏和血管等多种

组织与器官具有重要的生理保护作用)

')'

!

新生儿因其胆红素代谢尚不完善可引起暂时性黄疸#有

关统计资料报道#约
1$4

的新生儿出生后
%

!

(;

会出现黄疸#

但大部分新生儿的生理性黄疸在出生后
!$

!

!3;

会自行消

退)也有文献报道#在高原地区#高原居住者血清
6RS*

水平

普遍高于内地居住者*

(

+

)此外#血清胆红素水平还受地区,生

活水平,生活方式,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不同差异)并且

空腹时间过长#会使胆红素值升高#本研究数据中的未发现异

常组可能与此原因有关)

')1

!

胆红素病理性增高常见于两种原因!$

!

%肝胆疾患#例如

急性黄疸型肝炎,急性黄色肝坏死,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

胆结石等($

%

%肝外疾病#比如冠心病,溶血性黄疸,血型不合的

输血反应,脑血管疾病,新生儿黄疸,胆石症,肝癌,胰头癌等)

此外#输入血浆和药物等也可以影响胆红素)通过本研究的数

据发现#健康体检人群的
6RS*

,

/RS*

,

SRS*

测定值的增高与

高脂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等其他肝胆异常有密切关系)

')2

!

人体每天形成的胆红素约
%#$

!

($$G

D

*

3

+

#肝脏对血清

胆红素有强大的处理能力#肝脏每小时大约能处理
!$$G

D

胆

红素#远远大于机体产生的胆红素#但当机体发生脂肪肝或者

其他肝胆异常时#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大大下降#便会引起

机体胆红素水平增高)本研究结果显示#胆红素单纯增高的人

群中#有脂肪肝,小三阳或
R

超显示有其他肝胆异常的人员比

例为
(%)&4

)

'))

!

胆红素一直作为肝胆及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断指标#一般

认为#胆红素水平升高大于正常值的
%

倍才有诊断意义#低水

平升高的胆红素往往不被重视或认为无病理意义)然而本次

的研究表明#血浆中低水平增高的胆红素也可能是疾病的一个

独立危险因素)

%%!

例胆红素单纯增高的标本中#

6RS*

高于

正常值
%

倍的只有
!#

例#而体检结果中未发现机体有异常的

只有
!1)#4

)

1!)#4

的人群均发现与高脂血症,高血压,脂肪

肝及其他肝胆疾病有关#所以胆红素的低水平升高也应引起人

们的重视#及时预防#以降低疾病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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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泽林镇辖区的高血压患病情况!为有效防治高血压提供依据和对策$方法
!

对泽林镇辖

区
!1

岁以上的
#!$$$

人常住人口测定血压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高血压在泽林镇辖区发病率%知晓率%治疗

率%控制率分别为
!2)14

%

!#)"4

%

!&)%4

%

#)"4

$结论
!

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对高危人群进行群体健康教

育能降低发病率'对已患病的个体采取登记管理!定期随访!提高知晓率%治疗能率和控制率'对重病患者积极治疗

能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

"关键词#

!

高血压'

!

现状调查'

!

鄂州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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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

卫生问题)根据我国医改实施方案#高血压是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
2

项服务项目之一#要求对确诊为高血压的患者进行登记管

理#对高危人群进行指导#定期进行随访)泽林镇位于鄂州市

城南#为城乡结合部#经济状况不平衡)辖区内现有常住人口

1

万左右#其中
#

万为农村人口#

%

万为城镇居民#

!

万人为流

动人口)人口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为搞好基层高血压防治工

作#本院于
%$!$

年对辖区内
!1

岁以上人群进行了原发性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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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普查#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泽林镇辖区内所有年龄在
!1

岁以上常住人

口共
#!$$$

人)经过半年时间由卫生院医护人员组成多个小

组#由社区医生和乡村医生配合进入每村每户检查#检查率达

2$4

)

$)/

!

方法
!

血压测量方法!采用经核准的水银柱血压计#被测

量者安静休息
!$GEF

后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测右上臂肱动

脉血压#不同时段中间间隔
3=

以上测量血压
%

次#取
%

次读

数的平均值记录*

!

+

)对确诊为高血压的患者详细登记姓名,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既往病史,用药情况以及症状和相关体征,

参加医保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等#并专人问卷调查)问卷内容

包括!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如高脂,吸烟,体质量,运动,是

否知道自己血压水平,患病后是否坚持服药,血压控制情

况等*

%

+

)

$)'

!

诊断标准
!

高血压诊断以未服用降压药物情况下
%

次或
%

次以上测定所得的平均值为依据)标准采用国际上统一的血压分

类和标准#标准为收缩压大于或等于
!3$GG ,

D

$

!GG,

D

f

$)!((ILH

%和$或%舒张压大于或等于
2$GG,

D

*

(

+

)

/

!

结
!!

果

本次普查总人数
3#2$$

人#覆盖率
2$4

$

3#2$$

"

#!$$$

%(

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
2$11

例#高血压发病率
!2)14

(对高血

压的问卷调查合格人数
!3%&

例#原发性高血压知晓率

!#)"4

(

2$11

例高血压患者中坚持服药治疗的患者
!3"%

例#

治疗率
!&)%4

(服药后血压控制在
!3$

"

2$GG,

D

以下者
#!1

例#控制率
#)"4

(参加医保人数
3(&$$

例#参加医保率
2#4

)

'

!

讨
!!

论

高血压是由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一种全身性疾病#在

我国普遍存在患病率,病死率,残疾率高和知晓率,治疗率,控

制率低的0三高三低1特点)我国于
!2#2

,

!2"2

及
!22!

年进行

过
(

次大规模的成人血压普查#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
#)!!4

,

")"(4

和
!!)114

#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

(

+

)

%$$%

年全国居民

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1

岁及
!1

岁以上居民高

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
!1)14

,

($)%4

,

%3)"4

和
&)!4

*

3

+

)这些数据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血压危害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通过本次普查#了解到本地区高血压发病

率,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
!2)14

,

!#)"4

,

!&)%4

,

#)"4

#还处于0一高三低1状态)由此可见#高血压的防治工作

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针对高血压发病率高等现状#高血压的预防显得十分重

要)原发性高血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是一种群

体的疾病#应该用群体的方法来防治)国内外经验表明#控制

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是群防群治)因此要采取有针对性的防

治措施!$

!

%对高危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和普及健康知识#提倡健

康生活方式#合理膳食,低脂低钠,高钾高钙饮食,补充优质蛋

白质(适量运动,减轻体质量,防止肥胖(戒烟限酒(减轻精神压

力,保持心理平衡*

#

+

)对整个人群进行预防#促使人们形成有

益健康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以降低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

率)$

%

%对患病个体采取登记管理)通过健康教育#改变不良

生活习惯,提高健康保健知识,自我保健能力和配合治疗的依

从性#给予合理的药物治疗并定期随访#提高知晓率,治疗率和

控制率#防止疾病复发或加重)$

(

%对有心,脑,肾损伤的重症

高血压患者#要积极治疗#预防急性事件的发生和死亡#并进行

康复治疗)通过各种途径的健康教育和卫生促进#提高各级领

导,医护人员和广大群众对高血压的认识#在措施上体现预防

为主#重视临床#防病治病的原则#从而提高高血压的控制率#

此项工作有着非常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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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不同品牌
L+M6

血糖仪临床应用评价与分析

冯勤颖!陈
!

洁!令狐颖!田
!

禾!许
!

健!黄
!

山"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贵阳
##$$$%

#

!!

"摘要#

!

目的
!

对不同品牌
L+M6

血糖仪进行临床应用评价$方法
!

对
3

个不同厂家的
L+M6

血糖仪在使

用不同抗凝剂和不同时间内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并与日立生化仪检测结果相比较$结果
!

(

个机型的
L+M6

血

糖仪检测结果与日立生化仪检测结果有显著差异'肝素抗凝%乙二胺四乙酸抗凝%柠檬酸抗凝的全血检测值无显著

性差异'不同机型不同时间段的抗凝全血检测值无显著性$结论
!

加强
L+M6

血糖仪的仪器比对!正确使用比对

方法是保证
L+M6

血糖仪检测质量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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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6

血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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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

!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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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6

血糖仪由于其具有快捷,简便,不受场地限制等优

点#目前已被广大临床科室推广应用)但是#

L+M6

血糖仪种

类较多#品牌复杂#有的医院往往在临床科室拥有不同品牌和

规格的产品#质量管理不规范#其结果的可靠性一直备受争议)

为了规范不同品牌
L+M6

血糖仪的质量管理#探讨
L+M6

血

糖仪的仪器比对规则#本文对
3

个不同厂家的血糖仪进行了临

床应用评价#并与实验室应用的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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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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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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