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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人群血清总蛋白 清蛋白及清球蛋白比参考值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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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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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建立延安地区健康成人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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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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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球蛋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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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围&方法
!

用

双缩脲法和溴甲酚绿法检测
(,/2

名健康体检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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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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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统计参考范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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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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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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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健康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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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原参

考范围发生了改变!原参考范围已不能较好地适应临床和健康体检的需要!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区性参考值&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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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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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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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清"球蛋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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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作为反映肝脏合成功能的常规检测项目#临床应用十分

普遍+然而#由于新测定方法的不断应用#以及各地区人群生

活习惯,体质的差异#使沿用已久,各地区通用的参考范围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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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比值已经不适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临床诊断和检验

工作带来许多麻烦+为此#作者采用目前国内实验室最常用的

方法#对延安地区
(,/2

名健康人群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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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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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范围调查#为建立适合本地区参考范围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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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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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象
!

(,,*

年
/

月至
(,,/

年
1

月在延安大学附属

医院,延安市人民医院体验中心体检者
(,/2

名#均无肝,肾等

影响血清蛋白测定的疾病+其中男
',2*

名#女
','1

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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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

抽取调查对象坐位空腹静脉血
(BV

#在日立

*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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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剂由北京

九强生物有限公司提供+

4!

测定采用双缩脲法#

&6;

采用溴

甲酚绿法%计算血清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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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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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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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及仪器要求设置实验参数#在血清分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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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测定+仪器标准品及质控品由英国郎道公司提

供#检测项目符合陕西省及卫生部实验室室间质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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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J!JJ'.),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正态性检验采用
:

检验法#测量数据以
GbF

表示#组间比较

用
>

检验#参考范围由
GbF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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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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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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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试验
!

采用质控血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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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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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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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人群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因此各组数据可合并统计#男女性比较#项目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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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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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检验项目的参考

范围已经发生了改变#加上一些新的检验仪器和检验方法的应

用#原来一些检验项目的参考范围已经不再适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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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但其参考范围受人群的种

族,生活环境,季节气候,生理周期,坐卧姿势等不同而略有差

别+因此要求各实验室建立适合本实验室的参考范围+本实

验室所设立的参考范围男女性别均衡,年龄跨度大,季节为全

年#全部为活动人群#其结果具有代表性+本文研究显示#

4!

参考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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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于以往教科书标准#这可能

与本地区人群的生活习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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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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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低

于教科书标准#而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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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较为一致#这是因为原来

用沉淀法测定
&6;

时#

_6;

沉淀不完全#而造成
&6;

假性升高

所致+

随着电泳技术的完善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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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虽然在国外已

不作为肝功能测定的指标#但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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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肝肾疾病等低

蛋白血症监测的一个指标+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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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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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而

来的#试剂盒说明书中没有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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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值范围#而近年的

参考书中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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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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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教科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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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球蛋白后#用双缩脲

试剂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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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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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计算求出
&

"

_

)

-

*

+而本研究用双

缩脲法和溴甲酚绿法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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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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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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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临床标本结果分布好+而

用现在的方法测得结果去套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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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值范围#会使

许多健康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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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参考值#给临床医生对检测结果的判断

造成很大麻烦+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有必要建立和使用适合本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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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围#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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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UGY$%&

定量检测及其与
UGY

标志物的相关性探讨

姜世辉'

!向华国(

!谢燕宜.

"

')

重庆市合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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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

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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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

UGY

%

$%&

与不同类型
UGY

免疫标志物之间的关系!为临床诊断和治疗

提供有价值的判断标准&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SJ&

法%对
((,

例血清标本进行
UGY

免疫标志物检

测!同时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NO3!"#

%检测
UGY$%&

含量&结果
!

12

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UGF&

C

%'乙型

肝炎核心抗体"抗
3UGD

%'乙型肝炎
7

抗原"

UG7&

C

%阳性"

h

%标本中
UGY$%&

阳性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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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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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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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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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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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与
UG3

F&

C

阴性组'

UG7&

C

阳性组与
UG7&

C

阴性组的
$%&

载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NO3!"#

可以检测

UGY

感染的真实性和复制情况!其与
[VSJ&

法检测
UGY

血清标志物相结合!对乙型肝炎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案

的选择'疗效观察及预后判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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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病毒!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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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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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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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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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而在

我国发病率高,危害大+乙肝病毒$

UGY

&血清标志物即两对

半检测是常用的方法之一#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SJ&

法&

只能提供阴,阳性判断结果#不能提供病毒的具体载量+为了

更有利于
UGY

感染者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选择及疗效判

定#本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NO3!"#

&和
[VSJ&

法同时检测
((,

例血清标本#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总结分析#探

讨
UGY$%&

与乙肝标志物$

UGY3P

&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临

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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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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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血清标本来源于重庆市合川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和深圳市福永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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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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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门诊和住院患者#

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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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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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1(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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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病

例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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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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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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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定量扩增仪%血清标志物检测仪器为
#432,,,

酶标

仪#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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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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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标志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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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操作及结果判断均严格按

试剂说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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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检测采用
NO3!"#

#具体操作如下!血

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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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裂解液#

12 W

干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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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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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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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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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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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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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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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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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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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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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循环+反应结束后#通过电脑分析直接确

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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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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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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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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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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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清标志物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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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拷贝数#最高滴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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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乙肝标志物的关系
!

见表
'

+

表
'

!

UGY$%&

病毒载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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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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