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性黄疸#暂停母乳是最有效的干预措施)

通过上述两种方法进行干预后#干预组的黄疸完全消退例

数明显优于对照组#而黄疸减轻例数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只有
.1

的新生

儿黄疸依然未退#甚至加深#但新生儿的体格发育一切正常#后

转为蓝光治疗#黄疸完全消退出院#无一例核黄疸发生)本次

研究结果表明#对新生儿黄疸$包括生理性&和黄疸时间延长的

母乳性黄疸进行早期干预#效果是明显的#第
'

种干预方法是

给予新生儿少量多次的母乳#或是增加新生儿的母乳次数#直

接给予新生儿补充足够的能量和水分而消除黄疸或减轻黄疸#

而第
&

种干预方法是停止母乳
-

!

.B

#改为人工喂养#黄疸消

退或减轻后再恢复母乳#两种干预方法表面看似对立#但实际

上是统一的#是事物发展的两个阶段#而且经济方便#操作简

单#对新生儿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因此#社区的访视人员要充

分认识早期干预新生儿黄疸的重要性#对产妇和家属做好宣

教#让肉眼有黄疸的新生儿趁早来院就诊#趁早干预#尽快消除

或减轻黄疸#减少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住院率和避免核黄疸

的发生#从而整体提高新生儿的体格发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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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耐受免疫球蛋白
M

抗体检测结果观察与分析

侯廷政!李小刚"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中
'$

种食物不耐受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M

"

"

/

M

#抗体与临床疾病的关系$方法
!

用酶

联免疫法检测
&%'%

年
-)-

例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患者
'$

种特异性
"

/

M

抗体水平$结果
!

患者检测出特异性
"

/

M

抗

体阳性为
--)

例!阳性率为
5%+-.1

!其中以鸡蛋&牛奶阳性率为最高!分别占
&$+-1

和
&%+(1

!与其他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测定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

/

M

抗体对找出和发现引起疾病的发病原因!在临床疾

病诊断和避免食入不耐受食物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食物不耐受'

!

免疫球蛋白
M

抗体'

!

酶联免疫吸附法'

!

鸡蛋'

!

牛奶

!"#

!

$%&'()(

"

*

&+,,-&$)./0(122&/%$$&$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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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4%&

!!

由变态反应引起的皮肤病是临床常见的皮肤疾病之一#而

食物不耐受则是由食物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M

$

"

/

M

&抗体与食物

颗粒形成的免疫复合物沉积于局部或全身多处毛细血管基底

膜#激活补体引起以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局部组织坏死和充

血水肿为特征的炎性反应和组织损伤+

'

,

)本文总结
&%'%

年本

院皮肤病变态反应实验室所测
-)-

例临床病例#观察
'$

种常

见食物
"

/

M

抗体检测情况#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本院皮肤科门诊和住院患者食

物不耐受检测临床病例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美国
a"cVSP"I3

公司生产的

S0"O3

法试剂盒#

TXV45*%&M

酶标仪#奥地利
N0b"Tc

洗板

机#严格按使用说明书操作)

$+'

!

检测值与分级判断标准
!

见表
'

)

表
'

!

检测值与分级判断标准

检测值$

b

"

H0

& 结果判断 分级

&

.%

阴性
%

%

.%

!

'%%

轻度敏感
h

%

'%%

!

&%%

中度敏感
hh

%

&%%

高度敏感
hhh

/

!

结
!!

果

--)

例阳性标本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

/

M

抗体检测及分布

情况见表
&

)

表
&

!

阳性标本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

/

M

抗体检测及分布情况

食物种类 阳性数 比例$

1

&食物种类 阳性数 比例$

1

&

牛肉
'5 '+5

牛奶
&%( &%+(

鸡肉
'' '+'

猪肉
& \

鳕鱼
'%5 '%+5

大米
-) -+)

玉米
-- -+-

虾
.. .+.

螃蟹
'-* '-+*

大豆
5& 5+&

鸡蛋*蛋白"蛋黄
&$- &$+-

西红柿
&- &+-

蘑菇
'* '+*

小麦
'$ '+$

!!

注!

\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皮肤是机体最大的器官#它构成肌体与外界环境的保护屏

障#在皮肤中分布着大量的免疫活性细胞#使其成为一个独立

的免疫器官+

&

,

#各种变态反应均可在皮肤上有所表现)在敏感

人群中#皮肤症状可经食物摄入引起#也可经皮肤直接接触引

起#而食物不耐受是人的免疫系统针对进入人体内的某种或多

种食物产生的过渡性保护行为)速发型反应有荨麻疹*血管神

经型水肿和急性红斑#迟发性反应有湿疹+

-

,

)慢性荨麻疹应考

虑食物不耐受的问题+

$

,

)

本文在对
-)-

例皮肤病患者的检测中#阳性
--)

例#阴性

-*

例#阳性率为
5%+-.1

)

--)

例阳性患者的
'$

种食物不耐

受特异性
"

/

M

抗体共检出
55(

例阳性食物#除
&

例患者只对某

一种食物不耐受外#绝大多数患者检测出的
"

/

M

抗体均在
&

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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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种以上#有少数患者甚至多达
(

!

'%

种#这与文献报道的

发生食物不耐受的患者会同时对
$

!

.

种或更多食物产生不耐

受现象相一致+

.

,

)出现食物不耐受阳性的排列顺序为鸡蛋

&$-

例$

&$+-1

&*牛奶
&%(

例$

&%+(1

&*螃蟹
'-*

例$

'-+*1

&*

鳕鱼
'%5

例$

'%+51

&*大豆
5&

例$

5+&1

&*虾
..

例$

.+.1

&*大

米
-)

例$

-+)

&*玉米
--

例$

-+-1

&*西红柿
&-

例$

&+-1

&*牛肉

'5

例$

'+51

&*蘑菇
'*

例$

'+*1

&*小麦
'$

例$

'+$1

&*鸡肉
''

例$

'+'1

&*猪肉
&

例#这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

)而特别值得

提示的是在对鸡蛋和牛奶的统计分析中#鸡蛋中度以上敏感的

有
'((

例#轻度敏感的只有
..

例%牛奶中度以上敏感的有
'.*

例#轻度敏感的有
.&

例#从健康饮食指导原则上禁食的比例为

))+-*1

和
).+%%1

#

&

种食物与其他种类食物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因此提醒应当特别关注)

本文通过对
&%'%

年皮肤患者
'$

种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

/

M

抗体的检测观察不难看出#不耐受食物是引起皮肤疾病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检测可以判断和找出不同食物

种类引起过敏性疾病的发病原因#指导和帮助患者采用禁食*

少食或轮替的饮食方法#调整饮食结构#尽量避免食入不耐受

食物#阻止或消除病情的持续发展#同时检测出鸡蛋和牛奶是

引起食物不耐受最常见因素)而对于食物不耐受所用饮食疗

法的临床观察因病例太少和疗效追踪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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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尿液分析法的比较

张春燕"甘肃省临洮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对尿液干化学法与尿沉渣分析两种方法进行比较$方法
!

用尿干化学分析仪&尿沉渣分析检

测
*&%

例尿液标本!对尿液红&白细胞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在
*&%

例标本中!白细胞(干化学法阳性例

数为
.%

例!阳性率为
(+51

!镜检法阳性例数为
('

例!阳性率为
'$+.1

'红细胞(干化学法阳性例数为
)$

例!阳性

率为
'-+&1

!镜检法阳性例数为
$%

例!阳性率为
)+'1

$结论
!

两种方法检测尿液结果有一定的差异!由于许多其

他因素的干扰!故应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以提高检出率$

"关键词#

!

红细胞'

!

白细胞'

!

干化学分析法'

!

尿沉渣分析法'

!

镜检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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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沉渣分析是对尿液常规的重要诊断及鉴别诊断部分#主

要对泌尿系统疾病*肾脏疾病*循环系统疾病等的诊断*鉴别诊

断*预后判断有重要意义#具有采集样本方便#提供大量有价值

的临床诊断信息等优点)对临床就诊的
*&%

例患者尿样标本

用干化学分析法和尿沉渣分析进行了对比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
&%'%

年
)

月份门诊住院患者和健

康人群普查的随机尿液
*&%

例于
'?

内检测完成#其中男
-&'

例#女
&55

例#并记录实验结果)

$+/

!

仪器与试剂
!

干化学法!高尔宝尿十项分析仪及配套的

尿十项试纸条)尿沉渣分析!尿沉渣分析使用东九尿沉渣全自

动分析仪及配套的
3

*

a

清洗液)

$+'

!

测定方法
!

干化学法!每天用质控物进行质控合格后方

可进行患者标本的测定#测定时用尿液离心管取充分混匀的

'%H0

尿液#将试纸上的试剂部分全部浸入样本中
&<

后取

出#将试纸边缘沿着试管边缘划过#并在滤纸上轻轻吸去多余

尿液#以免交叉污染#轻轻置于检测台上#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

行检测#仪器会自动检测并将结果传送至尿沉渣分析系统)

尿沉渣分析法!取混合均匀尿液
'%H0

于尿液离心管内

置于检测盘上#做初始化#然后清洗两边#冲池两边)点击连续

检测选择需要分析的位置#点击开始)针对仪器不能界定的#

需要显微镜镜检)

$+1

!

判断标准
!

尿沉渣分析$人工镜检&结果标准!白细胞

$

àI

&

%

!

.

个"
Z#

#红细胞$

PaI

&

%

!

-

个"
Z#

$临床检验基础

学规定的计数方法标准&)干化学法阳性标准!

àI

$

'.

"

"

0

#

PaI

$

'.

"

"

0

$以试纸条测出一个
h

或更多具有临床意义&)

$+2

!

统计学方法
!

两种方法结果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在
*&%

例标本中#白细胞!干化学法阳性例数为
.%

例#阳

性率为
(+51

#镜检法阳性例数为
('

例#阳性率为
'$+.1

%红

细胞!干化学法阳性例数为
)$

例#阳性率为
'-+&1

#镜检法阳

性例数为
$%

例#阳性率为
)+'1

)两种方法测定红细胞结果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

%+%.

&%两种方法测定白细胞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

%+%.

&)

'

!

讨
!!

论

本次实验共检测
*&%

例尿液标本#其中尿干化学法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1

#尿沉渣分析法阳性为
('

例#阳性率为

'$+.1

#两种方法的阳性率差别较大#数据经统计学处理后显

示尿沉渣镜检法阳性率高于干化学法)由于干化学模块中检

测白细胞只属于间接反映#具有中性粒细胞浆中酯酶反应的特

异性#其颜色深浅与中性粒细胞的多少呈比例关系#但它不与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起反应+

'

,

#故某些以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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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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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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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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