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诊断及判断病情有一定价值)所以#与传统的感染性检测指标

相比#

D*09WX

浓度测定更敏感#结果更稳定)

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证实#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形成

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而作为炎症反应标志物的
D*09WX

可相

应反映心血管的损伤程度#对于预测冠心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的发生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

,

)

D*09WX

持续升高者发生心脑

血管疾病的概率比较大+

'

,

#本研究实验过程中也发现心肌梗死

患者
D*09WX

水平增高明显#与文献报道一致)在冠心病的实

验室检测中#联合
D*09WX

的检测#会具有更好的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

D*09WX

作为非特异性炎性标志物#在炎症及组

织损伤性疾病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它与传统的白细胞

分类计数呈一定的正相关性#但
D*09WX

在疾病过程中反应更

迅速-更敏感#而且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小#结果更稳定)建议

将
D*09WX

作为常规检验项目并随血细胞分析一起推广#以达

到为临床提供更全面的诊断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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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巨幼红细胞性贫血患者血清蛋白含量的研究

李小民"湖南省邵阳医专附属医院检验科!湖南邵阳
!

%!!$$$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单纯的叶酸&维生素
Q

"!

以及恶性贫血导致的巨幼红细胞贫血患者体内的血清蛋白含量%

方法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门诊和住院治疗的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共
4<

例!按照诊断结果分成
&

组+叶酸缺乏组&维生素
Q

"!

缺乏组及恶性贫血组%研究各组的血红蛋白&总蛋白&清蛋白&球蛋白&清蛋白,球蛋白

比&前清蛋白&葡萄糖&铁蛋白&转铁蛋白&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结果
!

巨幼细胞贫血治疗前由于叶酸缺乏&维生素

Q

"!

缺乏以及恶性贫血
&

组之间的指标!除了清蛋白,球蛋白比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组之间治疗前&后的结果

不具有可比性%叶酸&维生素
Q

"!

缺乏导致的巨幼细胞贫血患者治疗前&后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恶性贫血导

致的巨幼细胞贫血治疗前&后各组的血红蛋白&总蛋白&葡萄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指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结论
!

通过服用叶酸和维生素
Q

"!

治疗叶酸和维生素
Q

"!

贫血有效!恶性贫血尚需要更加有效的方法!针对

病因进行治疗%

"关键词#

!

巨幼细胞贫血#

!

血清蛋白#

!

叶酸#

!

维生素
Q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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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5%''

"

!$""

$

!&0!==!0$&

!!

巨幼细胞贫血$

+,

N

AB?3BA*716AH,+1A

#

;;

&是由于维生素

Q

"!

和$或&叶酸缺乏或其他原因导致
LR;

合成障碍#使细胞核

发育障碍所致的一类贫血+

"

,

)对单纯的叶酸-维生素
Q

"!

以及

恶性贫导致的巨幼细胞贫血患者进行了体内的血清蛋白含量

的测量#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门诊和住

院治疗的巨幼细胞性贫血患者共
4<

例#根据临床表现-血常

规-骨髓象及血清维生素
Q

"!

和叶酸测定值诊断为巨幼细胞性

贫血)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4<

岁#平均
'!#<

岁

$

!!

#

4<

岁&)将研究对象按照诊断结果分成
&

组!叶酸缺乏

组-维生素
Q

"!

缺乏组以及恶性贫血组)

$#/

!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

!0<

,

$#/#$

!

临床表现
!

$

"

&一般有慢性贫血症状%$

!

&有消化道症

状#食欲不振或消化不良#常见舌痛-舌红-舌乳头萎缩%$

&

&神

经系统症状)

$#/#/

!

实验室检查
!

$

"

&大细胞性贫血#平均红细胞体积

$

89:

&

#

"$$FO

#多数红细胞为大椭圆形%$

!

&白细胞和血小板

可减少#中性分叶核分叶过多%$

&

&骨髓呈巨幼细胞贫血形态改

变%$

%

&叶酸测定#血清叶酸小于
<#5"H+?B

"

O

#红细胞叶酸小

于
!!4H+?B

"

O

%$

'

&血清维生素
Q

"!

测定小于
!5#<

K

+?B

"

O

%$

<

&

血清内因子阻断抗体阳性%$

4

&放射性维生素
Q

"!

吸收试验#

!%D

尿中排出量小于
%T

%$

=

&用放射性核素双标记维生素

Q

"!

#进行吸收试验#

!%D

维生素
Q

"!

排出量小于
"$T

)

具备上述
"#!#"

中的$

"

&或$

!

&和
"#!#!

的$

"

&-$

&

&或$

!

&-

$

%

&者诊断为叶酸缺乏的巨幼细胞贫血%具备上述
"#!#"

中的

$

"

&或$

&

&和
"#!#!

的$

"

&-$

&

&或$

!

&-$

'

&者诊断为维生素
Q

"!

缺乏

的巨幼细胞贫血%具备上述
"#!#"

的全部条件和
"#!#!

的$

"

&-

$

&

&-$

<

&-$

4

&者怀疑有恶性贫血%

"#!#!

中$

=

&为确诊试验)

$#'

!

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
!

$

"

&年龄小于
"=

岁%$

!

&孕妇%$

&

&叶

酸和维生素
Q

"!

联合缺乏的患者%$

%

&其他原因导致贫血的患者)

$#1

!

治疗方法+

4

,

!

对于确诊是叶酸或维生素
Q

"!

缺乏者#给予

叶酸片口服#每日
&

次#每次
'+

N

#和$或&维生素
Q

"!

针肌肉注

射#每周
!

#

&

次#每次
'$$

$

N

)合并蛋白质缺乏者#同时给予

复方氨基酸#静脉滴注每天
!'$

#

'$$+O

#用适量
'T

#

"!T

葡萄糖注射液混合后缓慢滴注#滴速不超过
&$

滴"分钟)间接

胆红素升高者#给予阿托莫兰
"#!

#

"#=

N

#每日
"

次#静脉滴

注)指导患者正确-合理膳食#避免不良饮食习惯#增加食物中

叶酸及维生素
Q

"!

的摄入)

$#2

!

研究指标及检测方法
!

血红蛋白$

23

&-总蛋白$

>X

&-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A38,E9B1H

!

L,6,+3,G!$""

!

:?B#=

!

R?#!&



蛋白$

;B3

&-球蛋白$

aB3

&-清蛋白"球蛋白比$

;

"

a

&-前清蛋白

$

X0;B3

&-葡萄糖$

aOS

&-铁蛋白$

/̂W

&-转铁蛋白$

>Ŵ

&-可溶

性转铁蛋白受体$

*>FW

&采用奥林巴斯
<%$

全自动生化仪以及

试剂盒进行检测)铁蛋白检测试剂为北京泰格科信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产品%微量转铁蛋白$

8>̂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O](;

&试剂盒为北京富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人

/O](;0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检测试剂盒及
*>FW

检测试剂盒

均为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比较治疗前和治疗后

"

周各项指标的变化)

$#)

!

各指标正常参考值范围
!

23

!男性
"!$

#

"<$

N

"

O

#女性

""$

#

"'$

N

"

O

#新生儿
"4$

#

!$$

N

"

O

)

>X

!

<$#$

#

=$#$

N

"

O

)

;B3

!

&'#$

#

''#$

N

"

O

)

aB3

!

!$#$

#

&$#$

N

"

O

)

;

"

a

!

"#'

#

!#'

)

X0;B3

!

!$$

#

%$$ +

N

"

O

)

aOS

!

&#5

#

<#" ++?B

"

O

)

/̂W

!男性约
=$

#

"&$

$

N

"

O

#女性约
&'

#

''

$

N

"

O

)

>Ŵ

!

!!$$

#

%$$$+

N

"

O

)

*>FW

!

$#%

#

&#<H+?B

"

O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结果以
O_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数方差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巨幼细胞贫血治疗前叶酸缺乏-维生素
Q

"!

缺乏以及恶性

贫血
&

组之间的指标#除了
;

"

a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之外#其他各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因

此各组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见表
"

)

/#/

!

巨幼细胞贫血治疗后叶酸缺乏-维生素
Q

"!

缺乏以及恶性

贫血
&

组之间的指标#除了
;

"

a

-

X0;B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之外#其他各项指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治疗前巨幼细胞贫血患者的血清蛋白&

O_E

'

组别
* 23

$

N

"

O

&

>X

$

N

"

O

&

;B3

$

N

"

O

&

aB3

$

N

"

O

&

;

"

a

叶酸缺乏组
&= =&#$_'#% ''#$_&#= &!#$_&#' "=#$_!#' "#=_$#&

维生素
Q

"!

缺乏组
&% =4#$_'#< '%#$_&#< &%#$_&#< "=#$_!#& "#5_$#&

恶性贫血组
% <%#$_%#< &"#$_!#% !!#$_&#" "!#$_&#! "#5_$#!

5 Z <#% %#4 '#< &#" "#&

# Z

"

$#$'

"

$#$'

"

$#$'

"

$#$'

#

$#$'

!!

注!

Z

表示无数据)

续表
"

!

治疗前巨幼细胞贫血患者的血清蛋白&

O_E

'

组别
* X0;B3

$

+

N

"

O

&

aOS

$

++?B

"

O

&

/̂W

$

$

N

"

O

&

>Ŵ

$

+

N

"

O

&

*>FW

$

H+?B

"

O

&

叶酸缺乏组
&= "'%#$_&!#" %#!_$#& %4#$_'#" '&$$_&<4 &#$""_!#$!<

维生素
Q

"!

缺乏组
&% "'5#$_&%#< %#%_$#& %4#$_'#% '4$$_&'= &#$%4_!#$$&

恶性贫血组
% "$5#$_!"#' &#%_$#& &'#$_&#4 <"$$_<&< &#%<4_!#45!

5 Z &#! !#= &#" "$#& !#=

# Z

"

$#$'

"

$#$'

"

$#$'

"

$#$'

"

$#$'

!!

注!

Z

表示无数据)

表
!

!

治疗后
"

周巨幼细胞贫血患者的血清蛋白&

O_E

'

组别
* 23

$

N

"

O

&

>X

$

N

"

O

&

;B3

$

N

"

O

&

aB3

$

N

"

O

&

;

"

a

叶酸缺乏组
&= =<#$_'#= '4#$_%#4 &<#$_!#' !$#$_"#! "#=_$#&%

维生素
Q

"!

缺乏组
&% 5"#$_'#4 '5#$_%#= &<#$_&#' !"#$_!#& "#5_$#&&

恶性贫血组
% <=#$_'#= &&#$_&#& !&#$_&#' "&#$_&#% "#5_$#&'

5 Z %#% <#' <#% &#" $#<

# Z

"

$#$'

"

$#$'

"

$#$'

"

$#$'

#

$#$'

!!

注!

Z

表示无数据)

续表
!

!

治疗后
"

周巨幼细胞贫血患者的血清蛋白&

O_E

'

组别
* X0;B3

$

+

N

"

O

&

aOS

$

++?B

"

O

&

/̂W

$

$

N

"

O

&

>Ŵ

$

+

N

"

O

&

*>FW

$

H+?B

"

O

&

叶酸缺乏组
&= "<'#$_&<#" %#!_$#& '<#$_'#5 '$$$_!&4 !#5=&_!#&="

维生素
Q

"!

缺乏组
&% "<%#$_&<#= %#'_$#% '&#$_%#& %45"_&!' !#=&5_!#"$&

恶性贫血组
% ""$#$_&!#" &#&_$#& %&#$_&#! <$$$_=4% &#&"5_!#&=5

5 Z "#' %#& !#< 4#& %#"

# Z

#

$#$'

"

$#$'

"

$#$'

"

$#$'

"

$#$'

!!

注!

Z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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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

和表
!

可以总结出#叶酸缺乏导致的巨幼细胞贫血

患者治疗前-后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维生素

Q

"!

缺乏导致的巨幼细胞贫血治疗前-后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恶性贫血导致的巨幼细胞贫血治疗前-后各

组
23

-

>X

-

aOS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他指标之间

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巨幼细胞性贫血是由于脱氧核糖核酸$

LR;

&合成障碍所

引起的一种贫血#主要系体内缺乏维生素
Q

"!

或叶酸所致#亦可

因遗传性或药物等获得性
LR;

合成障碍引起+

=

,

)骨髓造血

细胞的特点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发育及成熟不同步#前者较后

者迟缓#形成了形态-质和量以及功能均异常的细胞#即细胞的

巨幼变)巨幼细胞性贫血的特点是呈大红细胞性贫血#骨髓内

出现巨幼红细胞系列#并且细胞形态的巨型改变也见于粒细

胞-巨核细胞系列#甚至出现某些增殖性体细胞)该巨幼红细

胞易在骨髓内破坏#出现无效性红细胞生成)约
5'T

的患者

系因叶酸或$和&维生素
Q

"!

缺乏引起的营养性贫血+

5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除了
aOS

之外#机体内的
/̂W

-

23

-

;B3

减少#

>Ŵ

及其受体增多)治疗后#叶酸和维生素
Q

"!

导致的巨幼细胞贫血患者的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有了显著的

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是恶性贫血除了
23

-

>X

-

aOS&

项指标略有改变之外#其他的指标均在治疗前-后

没有明显的改变)

本研究提示#通过叶酸和维生素
Q

"!

治疗叶酸和维生素

Q

"!

导致的贫血有效#恶性贫血尚需要更加有效的方法#针对病

因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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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浙东地区女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状况

项静婉"

!林秦燕"

!周仁芳"

!王
!

攀!

"

"#

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4'$$

#

!#

浙江省

台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浙东地区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2W02X:

$感染率及其亚型的分布状况!为本区域女性宫

颈癌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基因芯片技术对
"45$

例妇女宫颈脱落细胞进行
"=

种
2W02X:

亚型检测%结果

"45$

例受检者中
2W02X:

总感染率为
!"#"T

!

2X:"<

感染率最高!占
2W02X:

的
!%#=T

!

2X:'!

&

'=

次之!分

别为
"&#!T

!

""#&T

%不同年龄段
2W02X:

感染率不同!最高组为大于
'$

岁组!占
&$#!T

!其次为大于
!'

#

&$

岁

组!占
!!#"T

%结论
!

2X:"<

&

'!

&

'=

是本区域女性
2W02X:

感染的优势亚型!同时应重视
2W02X:

的筛查!尽

可能做到早期发现!及时进行规范性治疗%

"关键词#

!

人乳头瘤病毒#

!

宫颈癌#

!

流行病学调查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5%''

"

!$""

$

!&0!==%0$&

!!

宫颈癌是影响妇女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已占据女性生殖器官恶性肿瘤的首位+

"

,

)

近年来有关宫颈癌的病因学研究表明#生殖道感染高危型人乳

头瘤病毒$

2W02X:

&是我国妇女宫颈癌和宫颈上皮内瘤变

$

9]R

&高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0&

,

)然而#

2W02X:

在正常妇女

人群中的感染研究甚少)为了解浙东地区
2W02X:

感染状

况#为本区域的女性宫颈癌防治提供依据#对
"45$

名浙东地区

妇女进行
2W02X:

基因型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年
%

月至
!$""

年
4

月到浙江省温岭市

第一人民医院和台州市中心医院进行妇科检查的浙江东部地

区妇女
"45$

例#年龄
"=

#

4%

岁#平均
&4#4

岁)以小于或等

于
!'

岁-

#

!'

#

'$

岁$每
'

岁为一年龄组&-

#

'$

岁#共分为
4

个年龄组)

$#/

!

标本采集
!

用专用宫颈脱落细胞取材器取宫颈脱落细

胞#并置于专用保存液#

Z!$h

保存#于
!

周内检测)

$#'

!

2X:

检测
!

采用深圳亚能生物技术公司的人
2X:

分

型基因芯片检测试剂盒#该试剂盒能够同时检测
"=

种高危型

2X:

$

2W02X: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5

-

<<

-

<=

-

4&

-

=&

-

88%

)具体实验操作按试剂盒的说明书进

行#实验的主要步骤包括!将冻存的新鲜组织标本粉碎后#加入

裂解液提取
LR;

#聚合酶链反应$

X9W

&扩增标本
LR;

#

X9W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A38,E9B1H

!

L,6,+3,G!$""

!

:?B#=

!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