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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芳!陈光利!李永枝!杨光艺"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

,,---8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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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球蛋白在肾功能检测中的敏感性$方法
!

选择疾病组不同年龄段与对照组检测

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

岁以下组尿素%肌酐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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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球蛋白三项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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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岁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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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球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尿素%肌酐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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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组三项检测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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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球蛋白在肾功能检测中具有较好的敏感性!能及早反映肾功能损害$特别是中老年人!体检时更应检

查该项目!对肾功能损害早期防治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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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检查是临床及体检的常规检测项目#早期肾损伤具

有可逆性的#及时发现早期肾损伤并积极治疗#对于延缓或减

慢疾病的进程十分关键*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肾功能检测指标

较多#其中血尿素)血肌酐比较常见*但是#血中尿素和肌酐检

测受饮食)肌肉含量)感染等因素的影响#检测值在正常范围之

内#不一定表明肾功能正常*肾脏具有很强的储备功能#只有

当肾功能下降
&-6

以下时#血中尿素和肌酐才会超出正常范

围#不能早期发现肾损伤#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而最终导

致肾衰竭#因此早期全面诊断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选择一种

灵敏的检测项目早期评价肾功能#及早进行治疗#对患者将起

到极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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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在肾功能检测中具有较好敏感

性#能及早反映肾功能损害的意义+

+

,

*下面随机抽取本院住院

患者的肾功能检测情况#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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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在肾功能方面的应用

做一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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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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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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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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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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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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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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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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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根据不同年龄段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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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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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健康对照组为!常规体检$无心)

肝)肾脏等疾病#且尿素)肌酐检测值均在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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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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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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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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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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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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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深圳迈瑞
0W$9%-

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

尿素)肌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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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球蛋白试剂均由深圳迈瑞公司提供*尿素)

肌酐项目在本年度参加卫生部及省室间质评中均合格#且检测

当日室内质控在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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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

尿 素 用 紫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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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氨 酸 脱 氢 酶 法 测 定#大 于

75+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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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为阳性值(肌酐用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男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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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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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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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采用免疫比浊

法#大于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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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为阳性值*以上阳性值是以本院制定的参

考范围上限值为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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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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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组间差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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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测量数据以
Fi8

表示#各年龄段检测数据与对照组均数

比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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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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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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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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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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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检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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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检测

阳性率
%8526

$

+%+

"

9,%

%#

*

%

$

微球蛋白检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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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三者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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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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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验#单纯检测各项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联合检测三者的阳性

率与单纯检测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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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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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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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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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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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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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肾损害
+89

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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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升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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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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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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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明显低于疾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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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检测数据及对照组检测均值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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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均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大#本组未进行显著

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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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对照组比较#尿素)肌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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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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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尿素)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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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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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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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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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尿素)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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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

蛋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各年龄段尿素(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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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检测均值与对照组比较

组别 男 女 总例数 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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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仍采用肾小球滤过率$

Z\/

%)肌酐清除率

$

4)D

%作为肾功能受损的临床评估指标*但是
Z\/

受性别)年

龄)饮食)肌肉量等因素的影响#当
Z\/

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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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4)D

才有显著变化*因此是较不灵敏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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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是一种低分子的蛋白质#由于其分子量小#可

自由通过肾小球滤过膜#滤过的
*

%

$

微球蛋白在近端肾小管几

乎被全部重吸收并降解*血中
*

%

$

微球蛋白的半寿期为
+2C

#

血循环中的
*

%

$

微球蛋白浓度受肾脏功能$肾小球滤过率%的影

响#其血清水平与任何生理状况不相关#且不受身高)性别)年

龄)饮食)肌肉含量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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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肾功能检测中#因尿素和肌酐测定较简单#但其影响

因素较多*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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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球蛋白合成速率恒定#仅由肾小球自由滤

过#滤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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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不再返流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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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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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与

血
4)D

呈正相关#与
Z\/

呈负相关*

Z\/

下降而血
4)D

正常

者#一部分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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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上升#当
Z\/

下降至
-5,

时#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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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浓度已增加一倍*国外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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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每分钟

小于
2-GV

"

+57&G

% 时#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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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已开始上升#而肌酐开

始升高时#

Z\3

至少已下降低于每分钟
,-GV

"

+5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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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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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球蛋白比肌酐能更好地估计
Z\3

的变化*当

Z\3

中度改变时#测定血
*

%

$

微球蛋白比肌酐更敏感)准确#是

早期诊断肾小球病变的敏感指标#而该方法简便可行#对肾功

能损害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本组数据分析显示#年龄在
,-

岁以上$

4

组%时#肾功能已

有所下降#尿素)肌酐检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

%

$

微球蛋

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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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以上$

N

)

*

)

\

组%三项检测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因此#

*

%

$

微球蛋白相对来说具有较好的灵

敏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肾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改变#特

别是大于
8-

岁以上的老年人#更有必要检测#它可以及早的提

示肾功能的改变#以便能早期进行治疗#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

量*如果联合检测三者#将更早的提示肾功能的变化情况#对

疾病的诊治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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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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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确诊患者实验室结果分析

严芝光!林世锋!姚海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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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
,%

例甲型
+̂U+

流行感冒"简称流感#患者实验室检测指标!探讨其变化特点对甲型

+̂U+

流感诊断及评估病情发展变化的价值$方法
!

在诊疗中进行血细胞%肝肾功能%无机离子%心肌酶%血糖及血

气等实验室指标检测$对检验结果进行回顾性总结和统计学分析$结果
!

入院时的实验室检查指标血细胞分析中

有
&9586

的患者白细胞总数下降!其中
995%6

的患者中性粒细胞下降!

78516

的患者单核细胞升高&生物化学指标

中有
%2526

的患者钾离子下降!

+&5,6

的患者乳酸脱氢酶升高!

&-526

的患者肌酸激酶升高或明显升高&血气指标

中有
+&5,6

的患者氧分压下降!

925+6

的患者氧饱和度下降$数据显示部分血细胞及生物化学指标的变化与病毒

的感染时间长短有关!病毒感染时间越长!上述指标的变化越大$结论
!

外周血中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及单

核细胞百分比和钾离子浓度%肌酸激酶及血气指标!是甲型
+̂U+

流感患者鉴别诊断以及病情进展程度的重要指

标!动态观察其变化对患者的病情发展%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等方面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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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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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
%--1

年
&

月在墨西

哥开始暴发的一种新型呼吸道传染病#到
%--1

年
8

月份世界

卫生组织$

]^!

%宣布将甲型
+̂U+

流感大流行警告别级提

升为
8

级#全球进入流感大流行阶段+

+

,

*按我国/甲型
+̂U+

流感诊疗方案$

%--1

年第
&

版%0的标准#实验室检查对甲型

+̂U+

流感患者的诊断)治疗)预后观察都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文通过对
,%

例甲型
+̂U+

流感确诊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进行分析#探讨甲型
+̂U+

流感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改变

情况*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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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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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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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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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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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治的
,%

例确诊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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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患者*开始收治期间均按甲型
+̂U+

疑似患者进

行临床分类处理及治疗(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甲型
+̂U+

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确认后#按确诊患者进

行临床分类处理及治疗(治疗后临床情况符合/甲型
+̂U+

流

感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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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女婴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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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
+

例#外

籍青年男
&

例#在校学生
97

例*对照组为同一时间收诊的在

校健康学生
,-

名#男女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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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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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项目
!

患者入院治疗均进行实验室检查#检查项

目为!血细胞分析#生物化学检查$包括肝功能检查)无机离子

检查)肾功能检查)心肌酶检查)血糖检查%#血气检查*本文选

择的实验室检查分析指标为!静脉血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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