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并发症#意外妊娠率为
"#4T

#与本院
!$$4

年以前的意外妊

娠率
<#&T

相比有明显下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

!

讨
!!

论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特别强调预防的重要性)而今全国

倡导的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更是强调了临床护士健康教育

的重要性)剖宫产术后的妇女#只要适时落实有效的避孕措

施#就能显著减少意外妊娠的发生#从而有效地保护育龄妇女

的身心健康)由此#临床护理人员应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时刻

把产妇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同时还应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

平#及时把各种避孕知识传授给他们#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有效

和可接受的避孕方法)护士在宣教时应灵活运用各种传授方

法#注意沟通技巧#根据其文化程度及对避孕知识的求知欲#有

针对性地进行耐心的宣教和指导)着重讲解避孕的原理-优缺

点-使用方法及其重要性#让每对夫妇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

特点选择适合自己使用的-可靠的避孕方法#使其真正懂得如

何避免意外妊娠的发生#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使健康教

育惠及每一位产妇和家庭)

参考文献

+

"

, 张志红
#9V.

回归模型在产后哺乳与避孕相关关系分析

中的应用+

[

,

#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

#

'

$

=

&!

!$"0!$%#

+

!

, 金力#范光华#郎景和
#

剖宫产术后瘢痕妊娠的早期诊断

与治疗+

[

,

#

生殖与避孕#

!$$'

#

"$

$

"$

&!

<&"0<&!

+

&

, 孟雪凌#李静
#

米非司酮在瘢痕子宫中妊引产中的辅助作

用+

[

,

#

中国实用医药#

!$$5

#

%

$

!"

&!

"<=0"<5#

+

%

, 王玲
#

米非司酮配伍依沙吖啶在终止瘢痕子宫
"%

#

!$

周

妊娠中的应用+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0

"!%5#

$收稿日期!

!$""0$<0$&

&

9

反应蛋白检测在儿童支原体肺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陈
!

朝"江苏省常州市儿童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9

反应蛋白"

9WX

$检测在儿童支原体肺炎诊断中的作用%方法
!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

定血清
9WX

含量!对
&%

例支原体肺炎"

;

组$&

4<

例细菌性肺炎患儿"

Q

组$和
'$

例健康儿童"

9

组$的血清
9WX

进

行对比%结果
!

;

组
9WX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T

#

Q

组中
9WX

阳性
4!

例!阳性率为
5%#4T

#

9

组中
9WX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T

%

;

&

Q

与
9

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与
Q

组相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对于一般支原体肺炎患儿
9WX

阳性率增高!但无细菌性肺炎明显!

9WX

可作为鉴别支原体肺炎和

细菌性肺炎的重要辅助指标%

"关键词#

!

支原体肺炎#

!

细菌性肺炎#

!

9

反应蛋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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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4!05%''

"

!$""

$

!&0!5!!0$!

!!

9

反应蛋白$

9WX

&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对疾病的诊断无

特异性#但其血清水平的升高是炎症和组织损伤的灵敏指标#

对病因的分析具有一定价值#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区别细菌感染

和病毒感染有用的指标+

"

,

#而越来越受到医生们的重视)作者

对支原体肺炎患儿进行
9WX

检测#以探讨其在支原体肺炎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小儿内科
!$$5

年
4

月至
!$"$

年
"!

月年收入院的
""$

例肺炎患儿#所有患儿均根据病史-临床表

现-影像及检验结果$血常规-细菌培养-

8X

抗体及聚合酶链

反应等&#以2内科学3$第
&

版&诊断标准确诊#并排除与
9WX

浓度升高相关的疾病)其中支原体肺炎患儿$

;

组&

&%

例#男

"'

例#女
"5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细菌性肺炎患儿$

Q

组&

4<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5

岁)选择同期在本院检

查的健康儿童
'$

例作为对照$

9

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个月至
"$

岁)

&

组小儿在性别-年龄方面具有均衡性)

$#/

!

方法
!

患儿于入院
!%D

内采集静脉血
!+O

#置于干燥

管中立即送检#

"!D

内离心标本#提取上清液#采用
VOU80

XS(;S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芬兰
VW]VRL];aRV(>]0

9;

试剂#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
9WX

浓度#以大于
=+

N

"

O

为阳性)

$#'

!

统计学处理
!

阳性率的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组
&%

例患儿中#

9WX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5#%T

%

Q

组
4<

例患儿中#

9WX

阳性
4!

例#阳性率为
5%#4T

%

9

组
'$

例

健康对照儿童中#

9WX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T

)

&

组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上述结果显示#支原体

肺炎
9WX

阳性率不如细菌性肺炎明显#但相比起健康儿童还

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

支原体肺炎%细菌性肺炎与健康对照组

!!!

9WX

阳性率的比较

组别
9WX

阳性$

*

&

9WX

阴性$

*

& 阳性率$

T

&

;

组
"$

A6

!%

A6

!5#%

A6

Q

组
4!

3

%

3

54#%

3

9

组
" %5 !#$

!!

注!与
9

组之间比较#

A

!

!

f"&#&<

#

#

"

$#$'

#

3

!

!

f"$<#%

#

#

"

$#$'

%与
Q

组之间比较#

6

!

!

f'!#=

#

#

"

$#$'

)

'

!

讨
!!

论

支原体感染的发病机制迄今仍不十分清楚#目前主要倾向

于免疫学发病机制-呼吸道上皮细胞吸附和支原体直接侵入学

说#其中以免疫损伤机制的研究发展较迅速#认为多脏器的损害

是免疫紊乱造成的+

!

,

)国内有研究表明#

8X

患儿存在细胞免

疫功能紊乱#外周血
>

淋巴细胞存在
>D"

"

>D!

失衡#急性期表

现为
>D"

优势应答#表明
8X

患儿存在明显的免疫损伤+

&

,

)

9WX

是
>1H,7

和
ĜAH61*

于
"5&$

年在急性肺炎患者的血

液中发现的一种可以结合肺炎球菌细胞壁的
9

多糖#是机体

受到微生物入侵或组织损伤等炎症性刺激时肝细胞合成的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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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相蛋白#在炎症或急性组织损伤
%

#

<D

内迅速增加#

&<

#

'$D

达高峰#峰值可为正常值的
"$$

#

"$$$

倍#其半衰期较短

$

%

#

<D

&

+

%

,

)经积极-合理地治疗后#

9WX

浓度
&

#

4E

迅速降

至正常)

9WX

的水平与组织损伤后修复的程度密切相关)因

此#

9WX

可作为疾病急性期的一个衡量标准#并且
9WX

不受

性别-年龄-贫血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它优于其他急性期的反

应物+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和细菌感染患儿

9WX

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却又

明显低于细菌感染患儿#

&

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就表明#

9WX

在鉴别诊断儿童肺炎类型上是有一定

的辅助作用的#可以作为鉴别支原体感染或细菌性感染的方法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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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质量对血液检验结果的影响及对策

肖拥军"江苏省大丰市人民医院输血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血液标本质量影响检验结果的因素及对策!确保血液检验质量%方法
!

通过分析血液标

本出现的质量问题影响检验结果的机制!同时对血液标本的采集&运输&保存处理等方面的质量控制进行探讨%结

果 标本溶血现象占不合格标本的
"!T

!血清混浊占不合格标本的
4"T

%结论
!

加强血液检验前标本质量控制!可

避免检验结果出现误差%

"关键词#

!

血液标本#

!

质量#

!

检验结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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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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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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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过程的质量控制是实验结果准确性的前提#标本的质

量是整个检验过程首先面对的关键环节#即使使用最先进的检

验方法和最先进的仪器#没有符合质量要求的标本#结果也是

不可靠的%无论实验室的室内质控和室间质量评价结果是否优

秀#对于标本个体还是起不到控制作用)因此#标本的质量控

制是血站检验质量的重要环节#但这个环节常被忽视#它已成

为影响检验质量的一个突出问题#现将工作中发现的标本质量

问题和对策总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标本来源于
!$$5

年
"

#

&

月盐城市中心血站采集无偿献

血者的预留检验试管
"!=$

人份#每份于次日
!'$$G

"

+1H

离

心
4+1H

)观察标本上清液情况#并进行原因调查分析)对结

果异常的标本#次日再检测一次#并分析原因)

/

!

结
!!

果

/#$

!

标本溶血
!

标本溶血现象较少#占不合格标本
"!T

)

/#/

!

血清混浊
!

血清混浊占不合格标本的比率较大#占
4"T

)

'

!

讨
!!

论

'#$

!

溶血原因
!

$

"

&试管污染%$

!

&误加入可溶血的化学成分

或漏加抗凝剂%$

&

&留样时血强力注入试管%$

%

&运输途中剧烈

震荡%$

'

&水浴时蒸汽水珠滴入%$

<

&放置温度过高%$

4

&放置时

间较长#细菌污染等均可造成溶血)

现已肯定溶血对标本多项检测项目结果有影响#标本溶血

是临床生化检验中最常见的一种干扰和影响因素+

"

,

#其影响的

机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红细胞破裂后释放的血

红蛋白引起的测量误差#包括血红蛋白的非特异性吸附%血红

蛋白具有的过氧化物酶的特性对化学反应的影响%血红蛋白对

&$$

#

'$$H+

波长的吸收引起的比色干扰等)$

!

&细胞内外液

之间的各种反应导致测量结果改变)$

&

&细胞破裂后释放一些

高浓度的离子或酶等细胞物质导致测量结果升高)$

%

&由于细

胞破裂导致血浆量增多#检测物被稀释)对每一检测项目来

说#这四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它的变化是几个方面综合

的结果)但对确定的一个检测项目来说各个方面作用对其数

值变化的影响程度不同)例如对蛋白的测定#血红蛋白释放造

成升高的影响显然比检测物稀释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溶血后

蛋白数值升高%现已基本确定溶血对以下检测生化项目有影

响#其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碱性磷

酸酶升高
"#'

#

=#$

倍#而
"

谷氨酰转移酶的水平在溶血的标

本中明显降低等+

!

,

)而在配血实验中#血样溶血严重干扰对结

果的判定#无法肯定溶血是抗体
0

抗原反应还是血样本身造

成的)

另外#对免疫项目的影响#如对肝炎病毒检测结果的影响!

溶血可造成假阳性的检测结果)据文献报道#溶血可显著增加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吸光度$

%

&值#可造

成假阳性的检测结果)标本溶血时可因红细胞的破坏-溶解释

放大量具有过氧化物酶活性的血红蛋白#产生非特异性显色#

使结果的
%

值升高#产生假阳性的检测结果+

&0%

,

)周峰和宋忠

琴+

'

,报道#溶血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影响较大#当浓度大于

!'T

的红细胞发生破裂溶血#即可导致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测

的假阳性)朱同华+

<

,对
"$$

份标本艾滋病抗体$抗
02]:

&的检

测结果$

%

值&的研究#发现
5!T

的溶血标本的
%

值高于对应

的非溶血标本
%

值#溶血可以使抗
02]:

检测结果的
%

值平均

升高
$#$""

#可能造成假阳性的检测结果)血红蛋白具有类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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