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素和抗肿瘤药物情况)

!

*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真菌感染引致的阴道炎最为常见+该病

主要由白色念珠菌感染引起#患者白带常呈0豆腐渣1样或凝乳

状小碎块#其发病诱因主要有妊娠,糖尿病,应用糖皮质激素,

使用免疫抑制剂,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等)

?

*

+在治疗过程中#

约有
>U

!

#$U

的患者会出现复发的现象#这与患者长期滥用

抗生素有密切关系#应当引起临床的高度重视+

细菌性阴道病的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已成为妇女常

见的一种生殖道感染性疾病#且常可引起多种妇科并发症#如!

盆腔炎,早产,绒毛膜炎,羊水感染,泌尿系感染,产褥热,新生

儿败血症等)

>

*

#严重影响母婴健康+其治疗的原则为采用作用

于厌氧菌群$类杆菌属,加德纳杆菌,支原体等%而不抑制乳酸

杆菌生长#不引起潜在性有害细菌大量繁殖的药物)

"

*

+

阴道毛滴虫除可引致滴虫性阴道炎外#还常累及尿道,膀

胱和肾盂#患者出现尿频,尿急和尿痛的症状#严重时可出现血

尿+在月经前后,妊娠期或产后#由于阴道
4

P

值升高#可使滴

虫的感染率和发病率升高+因此#为防止本病的复发#应在每

次月经干净后检查白带#连续
!

次阴性方为治愈+

通过对
#"!-

例白带标本两种方法检查结果的比较#作者

认为#快速染色法在妇科白带检查中具有简便快速,形态清楚,

结果准确,检查项目全面,检出率高等的特点#比盐水法更有助

于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因而是一种较好的检查方法#有普

遍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

#

* 顾锡金
L

阴道滴虫悬滴法和染色法检查结果比较)

M

*

L

镇

江医学院学报#

%$$$

#

#$

$

#

%!

#"$.#"#L

)

%

* 王远#耿艺平
L'&N

染色法与直接法,革兰氏法的检验结

果比较)

M

*

L

岭南医学检验与临床#

%$$$

#

!

$

!

%!

!$.!#L

)

!

* 农正祥#陈继菲
L%#!$

例门诊妇女白带检查结果分析

)

M

*

L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

#

#?

$

#

%!

!#.!%L

)

?

* 李凤秋#汲文宇
L

妇科生殖道感染疾病防治)

M

*

L

中国社区

医师!医学专业#

%$#$

#

#%

$

!>

%!

8-L

)

>

* 刘颖#刘静璞#于耕#等
L-R

例细菌性阴道病的临床观察及

泰力特疗效分析)

M

*

L

中日友好医院学报#

#--R

#

#%

$

!

%!

?$.?%L

)

"

* 李贺兰
L

口服大剂量甲硝唑加中药外阴熏洗治疗细菌性

阴道病
#>R

例)

M

*

L

河北医药#

%$$R

#

!$

$

?

%!

?--L

$收稿日期!

%$##.$".%"

%

!临床研究!

重庆市丰都县腹泻患儿粪便中
/

群轮状病毒抗原

检测结果分析

何昭霞!向小红!付小平"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R%$$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本地区小儿
/

群轮状病毒感染情况%方法
!

采用
/

群轮状病毒诊断试剂盒!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腹泻婴幼儿的粪便标本进行
/

群轮状病毒的检测%结果
!

-">

例腹泻患儿粪便中检出

%%R

例
/

群轮状病毒阳性标本!阳性率为
%!L"!U

%各个年龄段的感染率分别为,

$

!

"

个月组占阳性例数的

%$L%U

!

$

"

个月至
%

岁组为
8?L"U

!

$

%

!

>

岁组为
>L!U

%

/

群轮状病毒的高发年龄段为大于
"

个月至
%

岁%男

性患儿
>-$

例!阳性检出率为
%!L?U

!女性患儿
!8>

例!阳性检出率
%?L$U

%

/

群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婴幼儿腹泻

以每年
##

月至次年
#

月为感染的高发期!占阳性例数的
R$L8U

%结论
!

/

群轮状病毒是引起婴幼儿秋冬季腹泻

的主要病原菌!应对该阶段的腹泻患儿常规进行轮状病毒抗原的检测%

"关键词#

!

腹泻&

!

轮状病毒&

!

病毒感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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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

"

%$#%

#

$#.$$>%.$%

!!

轮状病毒是引起婴幼儿秋冬季腹泻的主要病原菌#已有多

个地区报道过当地轮状病毒的流行情况+为了解重庆市丰都

县轮状病毒感染情况#对丰都地区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腹泻患儿进行了轮状病毒抗原检测#结合临床资料分析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检测对象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及住院

的腹泻婴幼儿
-">

例#临床症状为起病急#腹泻频繁#部分患

儿有发热,呕吐和腹痛#淡黄色水样便或蛋花样便#部分镜检可

见脂肪球+

$L/

!

检测试剂
!

采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

群轮状病毒诊断试剂$胶体金法%+

$L'

!

检测方法
!

取约
#$$3

I

粪便放入装有样本稀释液的滴

管中#旋紧滴管+振荡混匀#折断滴管上的盖帽+垂直而缓慢

滴加
%

!

!

滴混匀后的样本于测试卡加样端中心+

>

!

#$3:G

内判断结果+

$L1

!

结果判断
!

出现两条红线为阳性+只出现一条对照线为

阴性+无对照线出现#实验无效#应重复检测+

$L2

!

统计学处理
!

各组间比较采用
3

% 检验#以
F

#

$L$>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

例患儿中女性患儿阳性率略高于男性患儿#但不同性别

间轮状病毒感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L$>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患儿轮状病毒抗原检测结果

性别 检测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U

%

男
>-$ #!R %!L?

女
!8> -$ %?L$

/L/

!

轮状病毒感染患儿以大于
"

个月至
%

岁组为主#占阳性例数

的
8?L"U

#

$

!

"

个月占
%$L%U

#

$

%

!

>

岁占
>L!U

+各年龄组轮

状病毒检测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见表
%

+

/L'

!

婴幼儿轮状病毒感染有明显的季节性#以每年
##

月至次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MEG5E<

2

%$#%

!

9=1L-

!

(=L#



年
#

月为发病高峰期#占总阳性例数的
R$L8U

$

#R?

"

%%R

%#见

表
!

+

表
%

!

不同年龄组患儿轮状病毒抗原检测结果

年龄 检测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U

%

$

!

"

个月
%8# ?" #8L$

$

"

个月至
%

岁
"?# #8$ %"L>

$

%

!

>

岁
>! #% %%L"

表
!

!

不同季节轮状病毒抗原检测率比较

时间 阳性例数 占总阳性数的比例$

U

%

?

!

-

月
#? "L#?

#$

月
#% %L%"

##

月
># %>L$$

#%

月
-# !-L-#

#

月
!" #>L8-

%

月
!

!

月
#R 8LR-

'

!

讨
!!

论

轮状病毒在
#-8>

年由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正式命名+根

据病毒基因结构和抗原性$

9,"

%将轮状病毒分为
8

个组$

/

!

\

%#其中
/

组轮状病毒的感染最为常见#主要引起婴幼儿腹

泻+轮状病毒引起急性胃肠炎#主要经粪
.

口途径传播#接触传

播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途径+

/

组轮状病毒感染流行于世界

各地#温带地区以秋冬季为主#患者以
?

个月至
%

岁婴幼儿多

见#引起婴幼儿急性胃肠炎#占病毒性胃肠炎的
R$U

以上#是

婴幼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导致轻微的亚临床感染#轻度

腹泻#或严重的甚至是致死性腹泻+潜伏期
%?

!

8%B

#发病急#

R$U

患儿先发热,呕吐和腹痛#随即频繁腹泻#每日
#$

!

%$

次#

淡黄色水样便,蛋花样酸性便或白色米汤样便#无黏液和脓血#

恶臭#病程一般
%

!

"@

+当婴幼儿的免疫功能低下时#急性胃

肠炎可变为慢性#患儿粪便中长期携带病毒#而成为本病的传

染源+另外
/

组轮状病毒感染还致新生儿坏死性肠炎,婴幼

儿肠套叠,肺炎,脑炎,脑膜炎+严重感染还可伴有突发性婴儿

死亡综合征,川崎病和克罗恩病等)

#

*

+因此对轮状病毒性腹泻

应及时诊断#采取针对性治疗极其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轮状病毒感染男,女性别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以大于
"

个月至
%

岁组腹泻患儿为高感染年龄段#与其

他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

+本组研究提示感染主要集中于秋冬

季#即每年
#$

月至次年
#

月为流行的高峰#与沈晓红等)

!

*报道

的每年
#$

!

#%

月份和
?

!

>

月份有所不同+本组轮状病毒感

染阳性率略低于其他采用相同试剂文献报道的
%RL$U

!

!"L#U

#如重庆地区周玉等)

?

*报道的
%RL$U

和刘学慧)

>

*报道

的
!!L%U

+一方面可能因为临床医生对轮状病毒检测的意识

不高#这就需要检验科人员加大宣传力度#在轮状病毒高发季

节对腹泻患儿常规性检测轮状病毒抗原+另一方面可能由于

标本来源的时间段和标本量不同所致+标本的采集可直接影

响结果#轮状病毒肠炎潜伏期为
#

!

!@

#病程一般
>

!

8@

#病毒

的排出高峰期是发病后
!

!

>@

)

"

*

#故在发病后
%?B

至
!@

内采

样#病毒的检出率较高+

但本文报道的轮状病毒阳性检出率明显低于重庆涪陵区

张云新)

8

*报道的
""L8U

#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使用的试剂和

检测方法不同+

轮状病毒抗原的快速检测对婴幼儿腹泻的早期,快速诊断

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经比较#作者认为本实验室采用的胶体金

免疫层析双抗体夹心法操作简便,快速,结果可靠#为临床诊断

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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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前清蛋白在肝病检测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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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血清前清蛋白"

,/

#在判断肝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价值%方法
!

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测

定了
%##

例各类肝病患者血清
,/

!并同时用溴甲酚绿比色法测定清蛋白"

/)N

#%结果
!

发现
,/

在各型肝炎$肝

硬化和肝癌患者血液中的水平下降明显!

/)N

水平"除肝癌!重症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下降不明显%结论
!

血清

,/

检测对重症肝炎早期诊断及治疗效果的监测有重要意义!是判断肝硬化代偿期与失代偿期的良好指标%

"关键词#

!

肝炎&

!

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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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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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前清蛋白$

,/

%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

白#由于相对分子质量小$约为
"#$$$

%#电泳速度快#体内半衰

期短$仅
#L-@

%#当肝实质细胞受损时其制造减少#减少的程度

与肝细胞损害程度一致+故肝病时能较早发现血清中含量减

少#可真实,敏感地反映肝脏功能+血清
,/

测定的特异性和

敏感性都高于其他常用的肝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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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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