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UY

定型无影响#由于个体差异#也有冷凝激素增高的个例#

是室温环境下
9UY

血型正反定型不一致原因之一#当血清学

反应特点考虑是冷凝激素时#用
&,b

生理盐水洗涤红细胞数

次#可去除红细胞表面附着的冷凝激素#以获得可靠地正定型#

同时正+反定型管防止
&,b

水浴箱孵育
&"IDG

后观察结果#

可以获得正确的定型结果)

在血型鉴定中#同等条件下抗原抗体的凝集反应#受诸多

条件的影响#如红细胞离子电荷+温度+

>

4

+血浆与红细胞的新

鲜度+抗原抗体比例+离子强度等#每一个细小的改变都可能影

响试验结果#由此加强检验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及提高工作人员

的专业素质#对减少人为差错发生#确保临床用血安全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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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联合检测在异位妊娠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李凤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额敏县农九师
$!!

团医院检验科
!

0&1!$%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检测孕酮'

#

#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4*Z

$'糖类抗原
$%(

"

*9$%(

$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

因子"

+OZ\

$对异位妊娠早期诊断的价值%方法
!

选择
$%(

例异位妊娠患者和
,0

例正常妊娠者!检测并比较两组

患者血清孕酮'

#

#4*Z

'

*9$%(

和
+OZ\

值%结果
!

异位妊娠组
#

#4*Z

'

*9$%(

和
+OZ\

值高于正常妊娠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

"'"(

$!孕酮值低于正常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结论
!

血清孕酮'

#

#4*Z

'

*9$%(

和
+OZ\

联合检测可以协助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孕酮#

!

异位妊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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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U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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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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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急腹症之一)近年发病率升高#是

孕妇早期妊娠死亡的重要原因#占妊娠相关死亡的
-2

"

$&2

)早期诊断异位妊娠并给予积极有效治疗#对挽救孕妇生

命+保留生育能力显得十分重要)本研究对血清孕酮+

#

#

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

#

#4*Z

&+糖类抗原
$%(

$

*9$%(

&和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

+OZ\

&对其在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的应用分析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选择
%""-

"

%"$"

年在本院及农九师医院诊

断为异位妊娠的患者共
$%(

例#据病史+体格检查#结合
U

超检

查确诊%正常妊娠组来自门诊同期就诊共
,0

例)两组在年龄+

孕产史+身高+体质量+停经时间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

有对象均排除其他引起孕酮+

#

#4*Z

值升高的相关疾病)

$'/

!

方法
!

两组均未经任何治疗#就诊时采集空腹静脉血
(

I/

#

&"""<

"

IDG

离心
$"IDG

#取血清置于
W0"b

冰箱待检)

应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

#4*Z

+孕酮+

*9$%(

水平#仪

器为美国雅培公司
9̀A

K

I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及原装进口配套

试剂)血清
+OZ\

含量的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O//#

39

&法#试剂盒由德国
VU/

提供)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3R33$,'"

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

用
FdI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异位妊娠组
#

#4*Z

+

*9$%(

和
+OZ\

值高于正常妊娠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孕酮值低于正常妊娠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

"'"$

&)见表
$

)

表
$

!

异位妊娠与正常妊娠组血清
#

#4*Z

&孕酮&

*9$%(

和
+OZ\

值比较'

FdI

(

组别
)

#

#4*Z

$

a

"

/

& 孕酮$

G

J

"

I/

&

*9$%(

$

J

"

/

&

+OZ\

$

>J

"

/

&

异位妊娠组
$%( %(-%'%&d$%0"'"( -'%0d%'1& &%'&$d$%'%- (!'&,d$%'!&

正常妊娠组
,0 0$!-'&!d%-,$'!0 %-'01d$'0, %"'0-d0'-$ -'-$d&'0,

A W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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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W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病#其发病率近年来逐渐升高#一

旦延误治疗可引起腹腔内大出血而危及生命#是妊娠早期妇女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4*Z

是一种糖蛋白#具有特异性强+

灵敏度高的特点)异位妊娠时#由于输卵管管腔狭小#管壁薄#

且缺乏黏膜下组织)其肌层远不如子宫壁厚与坚韧#滋养细胞

发育不良#故血中
#

#4*Z

水平偏低,

$

-

#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异

位滋养细胞发育不全#

#

#4*Z

或其他激素量不足而导致血清

孕酮水平下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原发黄体功能不足导致
OR

的发生,

%

-

)

孕酮在妊娠
0

周前由滋养细胞及黄体分泌#

0

周后主要来

自胎盘#孕
$%

周后胎盘完全形成#合成能力上升#孕酮水平迅

速升高#但
$%

周前维持一定水平#即非孕龄依赖#本文正常早

孕孕酮均值为
%-'01G

J

"

I/

#与文献,

&

-报道相符)异位妊娠

由于滋养细胞发育不全#

4*Z

低#致黄体发育不全#孕酮水平

显著低于宫内妊娠)血清孕酮测定不仅有$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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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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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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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管切开
!

本组
&

例患者术后痰液较多#出现呼吸困

难#经口鼻吸痰无效#立即通知医生#给予气管切开#直接给氧#

%/

"

IDG

#对气管切开的患者#在护理中严密观察呼吸频率及节

律变化)注意患者咳出物及其性状是否为脓性+血性或气管黏

膜坏死脱落组织#对气道痰液阻塞者应迅速吸痰#选择粗细合

适的吸痰管#吸痰时可适当调高吸氧浓度#动作轻柔迅速#每次

不超过
$(A

)吸引时避免吸痰管过深插入气道而加重气道损

伤)妥善固定外套管#防止滑脱#每日更换套管处外敷料一次)

每日清洗并煮沸消毒内套管
%

次#每次
&"IDG

#管口用一层盐

水纱布覆盖#间断滴入湿化液#常用!生理盐水联合糜蛋白酶+

庆大霉素#每次
%

"

&I/

)

$''

!

疗效评定标准
!

痊愈!体温正常#症状+体征消失#周围血

白细胞计数检查恢复正常#细菌培养转阴#胸部
^

线检查肺部

阴影吸收)有效!体温正常#症状+体征显著好转#周围血白细

胞计数恢复正常#细菌培养阴性或细菌培养仍为阳性#但临床

感染症状消失#

^

线胸片炎症阴影大部分吸收)无效!病情无

改善或加重)

/

!

结
!!

果

本组
$"

例患者经过上述方法的积极治疗和护理#

1

周内

全部患者症状得以控制#无
$

例出现感染加重或因痰液堵塞而

发生窒息死亡)其中痊愈
0

例#有效
%

例)

'

!

讨
!!

论

高位颈髓损伤常引起呼吸肌麻痹#造成呼吸困难#患者排

痰能力下降#加之长期卧床#抵抗力下降等因素#极易出现肺部

感染#肺部感染是颈髓损伤的严重并发症#是颈髓损伤患者死

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不能保持呼吸道通畅#感染就不能很好

的得到控制)因此#采取有效的护理手段和方法#保持呼吸道

通畅#辅助患者排痰#及时清理呼吸道分泌物#是控制感染的重

要措施)

本组
$"

例患者肺部感染均得到有效控制#本文认为!有效

的护理措施是颈髓损伤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重要环节#在护理

过程中应指导患者坚持长期呼吸训练和膈肌力量训练#促进气

体交换+痰液排出+缓解症状#以提高机体抵抗力和耐力#从而

改善呼吸功能#使肺部感染得到有效地控制)

对于呼吸困难+呼吸道分泌物不易排出的危重患者#应果

断实施气管切开#行气管切开后#由于气道开放#细菌可直接侵

犯气管+肺脏而加重肺部感染#严重危及患者生命#应加强无菌

技术操作+保持呼吸道通畅等措施#精心实施呼吸道管理#避免

加重肺部感染#提高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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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并使其得到及时治疗#有利于保留

生育功能,

1

-

)

*9C%(

是一种来源于体腔上皮+生殖道黏膜和卵巢上皮细

胞表面的衍生肿瘤抗原标志物#胎儿绒毛膜+羊水和母体蜕膜

中均有大量的
*9C%(

)有研究发现#孕早期+产后即刻+有阴道

流血并即将流产的妇女
*9C%(

水平明显升高#提示蜕膜细胞

破坏和滋养层细胞与蜕膜细胞分离是母体血清
*9C%(

的主要

来源,

(

-

)因而#输卵管妊娠可引致血清
*9C%(

水平升高)异

位妊娠者#输卵管黏膜破坏+以及滋养层细胞与蜕膜细胞使血

*9C%(

值明显升高)本文结果提示异位妊娠者
*9$%(

值高于

正常妊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相关研究相似,

!

-

)

+OZ\

是目前所知的增加血管通透性最强的物质之一#能

直接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管通透性#刺激血管内皮细

胞有丝分裂#进而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

+OZ\

属于血小板衍

生因子#在受精+着床+胎盘血管形成及胎儿生长发育中起重要

作用)有研究认为#

+OZ\

很可能在胚胎种植着床部位产生

新生血管及人类胚胎植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本研究结

果显示#异位妊娠的
+OZ\

值大于正常妊娠#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对异位妊娠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综上所述#血清孕酮+

#

#4*Z

+

*9$%(

和
+OZ\

联合检测#

在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作为监测病情转

归+判断疗效的指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8<?F<D

J

@?S

#

PBGE8G6*

#

*<D?E@C=

K

4Y'3=<BI5D;I8<M#

=<A;.?B58C=E?;

>

DE

>

<=

J

G8GE

K

!

EB<<=G?E8GHDH8?=A8GH.B#

?B<=

>

;AAD5DCD?D=A

,

S

-

'[=

>

<;HBE?D;G

#

%""-

#

$&0

$

$

&!

-#%%'

,

%

- 余晓#俎德学#叶玲荣#血清孕酮和
#

#4*Z

测定在早期异

位妊娠诊断中的价值,

S

-#中国妇幼保健#

%"",

#

%%

$

&"

&!

1&"-#1&$"'

,

&

- 邓亚丽#李晓玲#血清孕酮测定对异位妊娠诊断与监测的

价值,

S

-

'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

#

%$

$

%

&!

$"!'

,

1

- 杜敏霞#任利华#黄林
'

异位妊娠药物治疗中动态监测血

清孕酮水平的价值,

S

-#新乡医学院学报#

%""0

#

%(

$

1

&!

&!-'

,

(

-

R<=H8GDE)'PD..=<=G?D8?D;G?B58C85;<?D;G.<;ILD85C==E#

?;

>

DE

>

<=

J

G8GE

K

FD?@A=<BI*9C%(8GH5=?8#@BI8GE@;<D#

;GDE

J

;I8H;?<;?<;

>

DGH=?=<IDG8?D;GA

,

S

-

'\=<?DC3?=.DC

#

%"""

#

,&

$

&

&!

(%%#(%('

,

!

- 黄小敏#简美好
'

血清孕酮及
*9C%(

在诊断早期妊娠不良

结局的作用,

S

-#中国实用医药#

%""-

#

1

$

-

&!

%(#%!'

,

,

-

Q<BAA=CS3

#

U=@<U

#

)DCMD99

#

=?8C'+8AEBC8<=GH;?@=CD8C

J

<;F?@.8E?;<

$

+OZ\

&

I[T9A

>

DCE=L8<D8G?A8<=HD..=<=G#

?D8CC

K

=̀

>

<=AA=HDG@BI8G5C8A?;E

K

A?A

,

S

-

');C4BI [=#

>

<;H

#

%""$

#

,

$

$

&!

(,#!&'

$收稿日期!

%"$$#"%#$,

&

0

&%($

0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85)=H*CDG

!

SBG=%"$$

!

+;C'0

!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