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浆总蛋白正常可能与急性链球菌感染后的急性时相蛋白成

分增加所致*慢性肾炎各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与文献报道相似+

8

,

*血清清蛋白降低主要由于肾小球

滤过增加#

#

#

)

球蛋白是相对分子质量小的
#

#

)

糖蛋白增加所

致#可能是为了补偿清蛋白降低引起的渗透压#这时
#

#

)

糖蛋白

也大量丢失于尿中#但体内的合成量超过丢失量#故浓度增高*

#

&

)

球蛋白明显增高与相对分子质量大的
#

&

)

巨球蛋白和低密

度脂蛋白增加有关#

"

)

球蛋白减低是由于铁传递蛋白大量排泄

于尿中*

)

)

球蛋白增高尤为明显*肾病综合征各组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与文献报道相似+

")%

,

*肾病综合征

在临床上是以大量蛋白尿)浮肿)低蛋白血症和高胆固醇为特

征的一组综合征#是许多疾病过程中损伤了肾小球毛细血管滤

过膜的通透性而发生的一个综合征*这种改变与肾脏综合征

患者每日从尿中丧失大量小分子血浆蛋白有关#当肾受损时#

每日从尿中丢失清蛋白可达
"

@

以上#而分子大的蛋白质如

#

&

)

球蛋白排出少#代偿性增加#

#

#

)

球蛋白和
"

)

球蛋白增加在肾

病综合征也占了很大比例#

)

)

球蛋白降低是由于排泄于尿中及

体内分解亢进所致*若
)

)

球蛋白升高#则应怀疑有系统性红

斑狼疮的可能*肾病综合征表现为清蛋白明显下降#

#

#

)

球蛋

白轻度升高#

#

&

)

球蛋白明显升高#

"

)

球蛋白升高#

)

)

球蛋白降

低*肾病综合征时高脂血症的发生与肝合成脂蛋白增加及脂

蛋白分解减少有关#参与脂类分解代谢的某些酶的辅助因子从

尿中丢失以至脂蛋白分解减弱#血中胆固醇)三酰甘油明显增

高*

#

&

)

球蛋白)

"

)

球蛋白均为脂蛋白运输载体#为脂蛋白的主

要成分*由于清蛋白等小分子蛋白选择性漏出#

#

&

)

球蛋白及

/

@

4

脂蛋白等大分子残留在血中致使清蛋白明显下降#

#

&

)

球

蛋白明显升高#

"

)

球蛋白升高#

)

)

球蛋白降低*血清蛋白电泳

各组分变化与肾脏损害的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肾病综合

征病情的一项十分有用的指标*

由于血清蛋白电泳图谱对肾病患者筛查具有快速)简便)

准确的特点*肾病时血清蛋白电泳图谱的变化#进一步了解患

者蛋白组分及图谱变化情况#为临床提供可靠诊断依据*尤其

对糖尿病患者#定期进行血清蛋白电泳能及时发现肾脏的

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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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腹泻患者
5

群轮状病毒快速检测分析及临床意义

高
!

平"四川省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8#$$$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内江地区婴幼儿腹泻患者粪便中
5

群轮状病毒检测情况!探讨
5

群轮状病毒快速检测在

临床辅助诊断和治疗中的意义%方法
!

对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6

!

&$#$

年
969S

份婴幼儿腹泻粪便标本采用

胶体金法快速检测
5

群轮状病毒%结果
!

969S

份腹泻婴幼儿粪便标本中
#$"&

份
5

群轮状病毒阳性!阳性率为

&S1#8R

%年龄段以
$

!

#

岁的婴幼儿感染率最高!达到
981&#R

'与
8

!

"

岁$

%

!

6

岁和
S

!

7

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1$#

#%从发病月份上看!每年
#$

!

#&

月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月份!与
8

!

%

月和
6

!

7

月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1$#

#%不同性别患儿间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胶体金法检测具有操

作简便$快速$准确$特异性强$阳性率高等特点!为临床诊断和治疗轮状病毒致腹泻$胃肠炎的婴幼儿提供了及时$

准确的客观依据%

"关键词#

!

5

群轮状病毒'

!

腹泻'

!

婴幼儿'

!

胶体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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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6&)78""

"

&$##

#

#7)&96")$&

!!

婴幼儿腹泻是儿童的一种常见病#是由多病原)多因素引

起的以腹泻为主的一组疾病*轮状病毒是引起
%

个月至
&

岁

婴幼儿严重腹泻的重要病原#季节性强#多发生在秋冬季节#主

要在冬季流行#一般通过粪
)

口途径传播*病程一般可持续
&

!

%I

#每天腹泻次数
#$

!

&$

次不等#该病严重时可导致脱水

和电解质平衡紊乱#抗生素治疗无效#如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

生命+

#

,

*本文对腹泻婴幼儿粪便标本进行轮状病毒检测分析#

以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标本来源
!

本院
&$$6

!

&$#$

年门诊和住院送检的腹泻

婴幼儿粪便标本
969S

份*

$1/

!

试剂
!

5

群轮状病毒诊断试剂盒$胶体金法%由北京万泰

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1'

!

检验原理
!

采用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在硝酸纤维素

膜上的检测区包被
5

群轮状病毒抗体#同时用胶体金标记
5

群轮状病毒单克隆抗体*

$11

!

检验方法

$111$

!

旋开滴管#取出采便勺#从粪便中收取一勺样本$约

#$$K

@

%#取样后抹平勺面#放入装有样本稀释液的滴管中#旋

紧滴管*

-

"6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VAC4>I!L;<

!

3B?:C>E&$##

!

W:L1S

!

,:1#7



$111/

!

震荡混匀#折断滴管上的盖帽*

$111'

!

将测试卡平放干燥平面上*

$1111

!

垂直而缓慢滴加
&

!

9

滴混匀后的样本$约
S$

+

V

%至

测试卡加样端中心*

$1112

!

"

!

#$K;<

内判读结果#结果判读不超过
#$K;<

*

$12

!

结果判读
!

测试卡出现两条红色线为阳性结果(测试卡

只出现一条对照线为阴性结果(测试卡无对照线出现#实验无

效#重复检测*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1$

!

&$$6

!

&$#$

年共检测腹泻婴幼儿粪便标本
969S

份#阳

性
#$"&

份#阳性率为
&S1#8R

*

/1/

!

不同年龄段婴幼儿腹泻粪便
5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段婴幼儿腹泻粪便
5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

年龄段$岁%

,

阳性数 阳性率$

R

%

$

!

# #"&9 "&# 981&#

&

&

!

9 #&88 9%" &7198

8

!

" %S$ #&6 #S1%S

%

!

6 #S% &% #917S

S

!

7 #$" #9 #&19S

合计
969S #$"& &S1#8

!!

注!与
8

!

"

)

%

!

6

)

S

!

7

岁组比较#

&

!

"

$1$#

*

/1'

!

不同月份
5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

不同月份
5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

月份
,

阳性检出例数 阳性检出率$

R

%

#

!

9 #8&# 99# &91&7

8

!

% 9%S %8 #6197

6

!

7 #7" 9$ #"19S

#$

!

#& #6"8 %&6 9"16"

&

合计
969S #$"& &S1#8

!!

注!与
8

!

%

月)

6

!

7

月比较#

&

!

"

$1$#

*

/11

!

不同性别
5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
!

见表
9

*

表
9

!

不同性别
5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

性别
,

阳性数 阳性率$

R

%

男
#"%" 8&& &%17%

女
&#69 %9$ &S177

合计
969S #"& &S1#8

'

!

讨
!!

论

'1$

!

轮状病毒具有很高的传染性#主要传播途径为.粪
)

口传

播/#但也可能存在.呼吸道传播/#营养状况与发病程度的关系

也并不密切*

"

岁以下儿童几乎人人都遭受过轮状病毒的感

染#但高危人群主要为
%

个月至
&

岁的婴幼儿*这是因为此阶

段的婴幼儿胃肠道生理和免疫系统发育还不健全#而此时来自

母体的抗体已降至最低+

&)9

,

*本文显示#腹泻婴幼儿轮状病毒

阳性率达到
&S1#8R

#以
#

岁以下的婴幼儿阳性率最高#达到

981&#R

(其次为
&

!

9

岁儿童阳性率
&7198R

(随着年龄增大

轮状病毒感染率随之降低*

'1/

!

轮状病毒腹泻发生具有季节性#多发于秋冬季节#患儿发

病初期表现为流涕)咳嗽)发热)咽部疼痛等感冒症状#且伴有

呕吐)腹痛)腹泻等临床症状#容易被误诊为胃肠型感冒*若治

疗不及时或治疗方法不正确#会导致患儿合并脑炎)肺炎)肠出

血)肠套叠或病毒性心肌炎而危及生命+

8)"

,

*本文检测结果也

显示#每年
#$

月至次年
9

月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月份#这可能

与这段时间气候变化较快#婴幼儿容易受感染所致*

'1'

!

不同性别腹泻患儿粪便标本
5

群轮状病毒检测结果显

示#

#"%"

例男患儿中
8&&

例阳性#阳性率
&%17%R

(

&#69

例女

患儿中
%9$

例阳性#阳性率
&S177R

*男女患儿间阳性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表明轮状病毒感染与患儿

性别无关+

%

,

*

'11

!

目前检测粪便中轮状病毒的方法较多#如电镜)聚丙烯酰

胺凝胶电泳)核酸杂交等#但以上方法均较复杂#检测费用较

贵#检测时间相对较长#一般医院难以提供相应的实验室条件#

因此无法检测+

6

,

*本文采用
5

群轮状病毒诊断试剂盒$胶体

金法%#对病毒性肠炎患者进行鉴别诊断#具有快速)特异)敏

感)方法简单)结果准确的特点+

S

,

*通过此方法有助于临床医

师及时诊断和正确治疗轮状病毒性肠炎#并能动态了解该病的

流行情况#对指导和预防该病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议临床

上在轮状病毒感染高峰季节#将轮状病毒作为腹泻婴幼儿的常

规检测项目之一#尤其要重视高危人群的检测#从而避免漏诊

和误诊*与此同时#大力提倡母乳喂养#进一步提高婴幼儿的

健康保健水平#对降低婴幼儿轮状病毒感染有着积极的意

义+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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