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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术后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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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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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术后相关知识知晓率'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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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内容 教育前$

0

&教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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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致继发不孕的危险
-1)' /.). -)1'/

%

,),+

可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
-,)2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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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殖器官有一定损害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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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不影响淋浴
.2)+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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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出血超过
',A

需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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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健康相关行为的建立
!

人工流产为侵入性操作#其

并发症包括感染,损伤$子宫穿孔及宫颈裂伤&等#术后远期并

发症如宫腔粘连,输卵管炎症阻塞,卵巢功能障碍等#前置胎盘

及胎盘植入亦为人工流产的晚期并发症)

'

*

+未婚低龄人工流

产女性由于缺乏生殖健康常识和避孕知识而导致非自愿妊娠

和感染性疾病的现象正在逐年增加#有的患者甚至已处于某些

妇科疾患及性传播疾病的高危状态+作者通过对低龄人群人

工流产术后的健康教育干预#使她们充分认识到危害健康行为

的严重性#从而产生高可变行为#切实减少和杜绝意外妊娠和

人工流产的发生+

')/

!

心理指导
!

由于社会,学校对性卫生知识宣传不够#加之

这部分人群年龄小,对事物的看法和承受力都较低#在面对人

工流产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反应+张伦等)

(

*对
2,,

例未

婚女青年行人工流产术的焦虑情况研究结果显示#

..)-0

有焦

虑症状+其他还有如恐惧#害怕父母,学校知道#担心泄露隐私

等心理问题+由于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使她们不能安心学习

和正常生活+针对这些心理现象#应将人文关怀融入护理工作

中#服务于细微之处+营造关心患者,爱护患者,尊重患者,帮

助患者的氛围+根据个体情况给予心理指导和干预#从而影响

和纠正受术者的不良心理状态+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低龄女青年对于发生性行为后可能出

现的各种隐患不能预见或无心理准备)

.

*

#加之缺乏科学的避孕

知识#以及对避孕措施的选择存在盲目性#所以意外妊娠及人

工流产不可避免+中华护理学会于
'11*

年
+

月邀请美国罗马

林达大学健康教育专家来华讲学#首次将.护理健康教育/的概

念引入我国)

-

*

+随着传统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
3

心理
3

社会医

学模式以来#健康教育已成为我国医院的一项重要业务职能+

人工流产手术后通过健康信息的传播和行为干预来影响和帮

助低龄女青年消除或降低危险因素#以此达到预防疾病,促进

健康的目的+

参考文献

)

'

* 傅才英#吴佩煜#翁霞云
)

妇产科手术学)

P

*

)(

版
)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1

!

-((3-(.)

)

(

* 张伦#吴世仲#蔡卫东#等
)

四川宜宾市未婚女青年中有,

无早孕人流人群的焦虑和抑郁症比较)

]

*

)

华西医学#

(,,+

#

(,

$

(

&!

(.*3(-')

)

.

* 李俭莉#王玲
)(2(

名女大学生性行为与避孕现状调查及

分析)

]

*

)

中国妇幼保健#

(,,/

#

(.

$

(/

&!

-,'/3-,(,)

)

-

* 郝玉玲
)

临床护理健康教育)

P

*

)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

(,,1

!

')

$收稿日期!

(,''3,.3,1

&

乙型肝炎病毒
$%&

及其血清标志物检测分析

欧阳淑兰!王霞平"湖南省株洲市
..'

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株洲地区乙型肝炎病毒"

UGY

%

$%&

与乙型肝炎"简称乙肝%六项指标检测的相互关系并

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
UGY

感染者进行
UGY

标志物测定!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

链反应检测血清
UGY$%&

水平&结果
!

乙肝
7

抗原"

UG7&

C

%阳性组
UGY$%&

阳性率为
*')(0

$

UG7&

C

阴性

组中
UGY$%&

阳性率为
.*),0

&结论
!

UGY$%&

能较好地反映
UGY

感染及复制情况!是评价抗病毒疗效的

相关血清指标&

"关键词#

!

$%&

!病毒$

!

肝炎!乙型$

!

肝炎抗原!乙型$

!

肝炎抗体!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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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乙型肝炎病毒$

UGY

&

$%&

水平来评价
UGY

复

制情况#是一项较特异的指标+本文选择
'2+

例
UGY

感染者

定量检测其血清中
UGY$%&

含量#定性检测乙型肝炎$简称

乙肝&六项并分析其相关关系#初步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所有标本采自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共
'2+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2.

岁+所有患者清晨抽

取空腹静脉血
.BV

#及时分离血清进行检测+

$)/

!

检测方法
!

UGY$%&

载量检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

合酶链反应$

NO3![#

&试剂盒购于杭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仪

器采用
V@:73_7:7

荧光定量
!"#

检测仪#操作严格按说明书

进行+取检测结果对数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UGY

标志物,乙肝

表面抗原$

UGF&

C

&,乙肝表面抗体$抗
3UGF

&,乙肝
7

抗原

$

UG7&

C

&,乙肝
7

抗体$抗
3UG7

&,乙肝核心抗体$抗
3UGD

&检测

分别编号为
'

,

(

,

.

,

-

,

+

+

.

种主要模式为
'

,

.

,

+

阳性#

'

,

-

,

+

阳

性#

'

,

+

阳性#

UGY

标志物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SJ&

法&

检测#试剂盒为上海科华生物工程公司生产+

$)'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J!JJ'.),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

种血清学模式感染者血清中
UGY$%&

检出情况
!

见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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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UGY$%&

载量水平的
UGY

感染者检出情况
!

'2+

例患者中
UGY$%&

阳性
'((

例#其中
UGY$%&

载量大

于或等于
',

+

D5

?M

"

BV

者
*(

例#

%

',

+

D5

?M

"

BV

者
+,

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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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BV

者
-.

例%

UG7&

C

阳性组和
UG7&

C

阴性组
U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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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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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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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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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血清学模式
UGY

感染者
UGY$%&

!!!!

检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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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Y

标

志物模式
&

U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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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BV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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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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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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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2.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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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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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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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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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

.*)'/

&

'

,

+

阳性
(- 2

$

(+),,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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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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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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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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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阳性指
UGF&

C

,

UG7&

C

,抗
3UGD

阳性%

'

,

-

,

+

阳性指

UGF&

C

,抗
3UG7

,抗
3UGD

阳性%

'

,

+

阳性指
UGF&

C

,抗
3UGD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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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
UGY$%&

阳性,阴性者
UGF&

C

及
UG7&

C

定量值

见表
(

+

表
(

!

血清
UGY$%&

阳性%阴性者
UGF&

C

及

!!!

UG7&

C

定量水平

UGY$%& & UGF&

C

$

:

C

"

BV

&

UG7&

C

$

:D<

"

BV

&

阳性
'(( -)'+b,)1/ ()(2b,)1/

阴性
-. .)'(b,)21 '̀),.b,)-/

由表
(

可知#血清
UGY$%&

阳性组患者血清中
UG7&

C

水平高于
UGY$%&

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
UGF&

C

水平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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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11(

年在新生儿开展乙肝疫苗普种以来#

UGY

所致新发感染者明显减少)

'

*

#但目前仍有约
1.,,

万慢性

UGY

感染者+慢性
UGY

感染分期及临床抗病毒治疗方案的

选择,疗效评价和预后判断等对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实验室检测

提出了新的要求)

(3.

*

+

')/

!

血清
UGF&

C

持续阳性,

UG7&

C

阳性及
UGF&

C

阳性#而

发生
"

式或
"

区启动子变异检测
UG7&

C

阴性#临床上两者均

表现为活动性慢性乙肝#乙肝恢复期检测血清
UGF&

C

阴性#

可有抗
3UGD

和抗
3UGF

阳性#血清中检测不到
UGY$%&

#说

明血清
UGY $%&

水平与乙肝的传染性和疾病进展密切

相关+

')'

!

UGY$%&

实验室定量检测是病毒复制最可靠的检测指

标#是唯一能帮助确诊隐匿性
UGY

感染的实验室检测指标#

同时对血清学检测非典型的慢性
UGY

感染者的诊断至关重

要+免疫耐受期血清学检测表现为
UGF&

C

和
UG7&

C

阳性#

UGY$%&

定量多为
'e',

+

D5

?M

"

BV

%乙肝恢复期实验室检

测血清
UGF&

C

阴性#可有抗
3UGD

和抗
3UGF

阳性#但血清中检

测不到
UGY$%&

+

总之#血清
UGY$%&

水平下降为判定抗病毒治疗效果

的重要依据)

-3+

*

+因此#

UGY$%&

检测有助于确定感染者的

状态#对确定是否开展抗病毒治疗及抗病毒治疗方案的选择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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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某院临床常见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张丽丽!姚
!

蓓"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
(,',

年临床分离菌株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方法
!

细菌鉴定采用手工法!药敏试验采

用纸片扩散法&结果
!

(,',

年各临床科室送检标本中!真菌'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假单胞菌'肠球菌'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要病原菌&革兰阴性菌中以假单胞菌耐药性最高!其次为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

革兰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呈下降趋势!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感染呈上升趋势!耐药率也随之增长&结论

临床科室应注意微生物实验室所提供的细菌耐药情况!合理使用抗生素&

"关键词#

!

细菌!抗药性$

!

抗菌药$

!

药物耐受性$

!

微生物敏感性试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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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的滥用增大了细菌的耐药性#使耐药菌群增多#

造成人体菌群失调#免疫力下降#增加了医院感染的机会)

'

*

+

细菌耐药性监测对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具有重要作用+

(,',

年本院各临床科室送检标本
'(+2

份#共分离出细菌
+'1

株#现对其耐药情况进行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菌株来源
!

从
(,',

年
'

!

'(

月本院各科室送检的血,

尿,痰,大 便 等 标 本 中 检 出+质 控 菌 株 为 大 肠 埃 希 菌

&4""(+1((

,铜绿假单胞菌
&4""(*/+.

,金黄色葡萄球菌

&4""(+1(.

+

$)$)/

!

试剂来源
!

药敏试验用
P<766793U@:=5:

$

P3U

&培养基

$杭州天和&#药敏纸片$北京天坛&#微量生化反应管$杭州

天和&+

$)/

!

方法
!

菌株均按常规操作流程进行鉴定#药敏试验按照

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VJS

&推荐的纸片扩散法测定菌

株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药敏结果按照
(,',

年
"VJSP',,3

J(,

)

(

*文件规定的判断标准+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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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检测
!

全年送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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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共检出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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