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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常见酵母样真菌在各病房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中的

分布情况见表
%

+根据本院内科特点#将呼吸内科与心血管内

科分别单独列表#两科室比较分析表明!二者酵母样真菌的分

布呼吸内科分离率明显高于心血管内科#分别为
?!L#U

和

#!L!U

+而肿瘤科患者的分离率居第
%

位#分离率为
%>L%U

+

%#R

株酵母样真菌在门诊患者中仅占
-L#U

#明显少于住院患

者+而住院患者中呼吸内科病房,心血管内科和肿瘤科患者所

占比率最高#共占
R#L">U

$

#8R

"

%#R

%+

'

!

讨
!!

论

近年来#临床真菌二重感染病例呈上升趋势#已经引起临

床对真菌感染的高度重视+本研究
"%>

份样品中共分离出酵

母样真菌
%#R

株#阳性分离率为
!?LRRU

$

%#R

"

"%>

%#其中白色

念珠菌占首位#与国内文献报道相似)

#

*

+酵母样真菌为条件致

病菌)

%

*

#当人机体处于正常情况下#酵母样真菌属于体表,体内

和自然界的常在菌#而当人机体免疫力低下时易发生内源性感

染)

!

*

+通过调查数据表明#酵母样真菌感染主要见于呼吸道感

染患者#其次见于泌尿生殖道和消化道#这与国内文献报道相

似)

?

*

+住院患者酵母样真菌分离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并呈逐

年增加的趋势+从临床分析来看#这与广谱抗生素的长期,广

泛使用有密切的关系+临床上常见菌株在体内占相当大的比

例#真菌作为病原微生物确认有一定难度+取材要求严格#除

要求临床科室严格按照规范取材外#当某些菌株经镜检和培养

证实多次检出于同一患者标本#并结合其临床阳性体征#提示

临床该真菌可能成为条件致病菌+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和肿瘤病房的患者多为危重的呼吸

道,心血管和肿瘤等患者+大量的抗生素,激素,免疫抑制剂的

使用#造成患者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继发性真菌感染呈现上升

趋势)

>."

*

+而门诊患者一般病情较轻微#在治疗手段和治疗时

间上都比较简单,比较短#免疫力无明显受损#所以酵母样真菌

分离率明显低于住院患者+由此提示临床对长期大量使用抗

生素或免疫功能低下等患者要特别注意预防和监测真菌感染#

以利于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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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在妇科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余丽文!张
!

伟"湖北省浠水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R%$$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妇科疾病中测定
'

反应蛋白"

'],

#的诊断价值%方法
!

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和电阻抗法

检测
-!

例患者血液中
'],

与白细胞"

[N'

#计数%结果
!

盆腔炎患者血清中
'],

含量"

R!L$R_>#L?>

#

3

I

*

)

!明

显高于卵巢良性囊肿及子宫肌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盆腔炎患者
'],

检测异常率为
->L-U

!高于

[N'

异常率
?%LRU

%结论
!

血清
'],

的检测对鉴别诊断妇科疾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可作临床鉴别炎性疾病与

良性肿瘤依据之一%

"关键词#

!

'

反应蛋白&

!

妇科疾病&

!

白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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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

反应蛋白$

'],

%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各种原

因引起的炎症反应或组织损伤都可能使其浓度升高)

#

*

#尤其在

细菌性感染时升高显著#且随病情的好转而迅速下降)

%

*

+为了

探讨
'],

在妇科疾病如盆腔炎,卵巢良性囊肿,子宫肌瘤等的

诊断价值#对本院妇科
%$$-

年
R

月至
%$#$

年
R

月
-!

例患者

进行了
'],

连续监测#并将结果与白细胞$

[N'

%相比较#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标本来源
!

随机抽取本院
%$$-

年
R

月至
%$#$

年
R

月妇

科住院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其中经临床确诊为盆腔炎

?-

例#卵巢良性囊肿
%!

例#子宫肌瘤
%#

例+盆腔炎患者同时

做
[N'

计数+

$L/

!

仪器与试剂
!

应用日立
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
'],

#试剂由日本积水医疗株式会社提供#

[N'

计数采用

*

2

63CHH;.#R$$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L'

!

方法
!

静脉采血
%

管各
%3)

#分别置于血常规管中做

[N'

计数和无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中测
'],

+

'],

测定方

法为免疫散射比浊法#

[N'

计数方法为电阻抗法+在检测前

均对两种仪器做室内质控#且都在在控范围内+

$L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以
I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

验#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

种妇科疾病患者血液中的
'],

测定结果
!

盆腔炎患

者
'],

值明显高于卵巢良性囊肿,子宫肌瘤患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F

#

$L$#

%#见表
#

+

表
#

!

不同妇科疾病血液中
'],

的测定结果比较

组别
'

范围$

I_@

#

3

I

"

)

%

: F

盆腔炎
?- %%

!

%"$

$

R!L$R_>#L?>

%

T T

卵巢良性囊肿
%! #L%R

!

#$LR

$

?LR$_#L->

%

E

%LR-

#

$L$#

子宫肌瘤
%# %L!"

!

##L>

$

"L$8_%L%$

%

E

%L">

#

$L$#

!!

注!

E与盆腔炎组比较(

T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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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腔炎患者血清中
'],

与
[N'

测定结果比较
!

以正常

值
'],

#

#$3

I

"

)

#

[N'

#

#$`#$

-

"

)

为限#

'],

检测的异常

例数为
?8

例#异常率为
->L-U

#

[N'

检测的异常例数为
%#

例#异常率为
?%LRU

+

'],

敏感性高+

'

!

讨
!!

论

'],

是人体急性时相反应最主要,最敏感的标志物之一+

血清
'],

水平的高低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

!

*

#

所以其可作为许多疾病的一个非特异性早期诊断和鉴别的

指标+在
!

种妇科感染性疾病中#

'],

的检测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本研究结果显示#炎性疾病患者
'],

测定值远远高于

正常值上限#而非炎性疾病患者基本正常+盆腔炎与其他非炎

症性包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说明
'],

能较为明

确地诊断出炎性疾病与非炎性疾病+

在盆腔炎患者血
'],

与
[N'

计数中#

'],

异常率为

->L-U

#大于
[N'

异常率
?%LRU

#即
'],

敏感度较高+由于

[N'

个体差异较大#影响因素多#在炎症反应中不同个体可能

有不同的表现#有时甚至仍在正常范围内#而
'],

水平已明显

增高#此时
'],

的检测尤为重要#与
[N'

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因此
'],

的检测是妇科疾病诊断,鉴别等方面的良好临床指

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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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脊柱侧弯围术期康复护理

吴
!

群!梁
!

峰!杨婷婷"成都军区总医院骨科
!

"#$$R!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入院后进行的一套康复操训练!使患者尽早康复%方法
!

对特发

性脊柱侧弯患者除了术后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外!还配合做一套康复操!采用电话回访及一月$三月$六月复查的方

法!了解患者回家坚持锻炼情况%结果
!

##

例患者坚持康复锻炼良好!复查无并发症发生%结论
!

通过对患者入

院后进行的一套康复操训练!减轻患者住院期间的枯燥感!转移注意力!从而减轻对手术的焦虑与恐惧!还可拉近护

患关系%而且学会这套操对出院后的康复训练很有帮助!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此!做好围术期脊柱侧弯的康复护

理指导!对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关键词#

!

脊柱侧弯&

!

围术期&

!

康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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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性脊柱侧弯是指原因不明的脊柱一个或数个节段在

冠状面上偏离身体中线向侧方弯曲#形成一个带有弧度的脊柱

畸形)

#

*

#通常还伴有脊柱的旋转和矢状面上后突或前突的增加

或减少#同时还有肋骨左右高低不平等,骨盆的旋转倾斜畸形

及椎旁的韧带和肌肉异常#它是一种症状或
Z

线体征+特发

性侧弯常见于儿童及青少年#它不仅造成体态畸形,腰背痛,行

动不便,心理负担重#更重要的是影响其心肺功能+因此#手术

矫形对本病具有重要意义#而做好围术期康复护理是保证手术

成功的必要条件+本科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的

##

例患者#除了术后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外#还配合做一套康

复操#效果良好#现介绍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年来本科就

诊的
##

例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

!

#"

岁#平

均
#!L?

岁#

'=FF

角
>Rm

!

##>m

+

$L/

!

术前康复指导
!

为让患者轻松住院#入院后即开始指导

做一套康复操#简单易学#充分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强化和完善

患者的支持系统#强调患者比较亲近的陪护人员一起参与#减

轻患者的紧张与恐惧心理+康复操的内容如下+第一节!隔墙

看戏+首先踮起脚尖#立起脚后跟#躯干拉直#脖子伸长#下巴

往上抬+这节操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后背

整个的肌肉拉直#相当于把脊柱拉直#做自我牵引+每天
!

次#

每次
#$3:G

+第二节!十点十分操+当两只手侧平举的时候#

在表针上为
-

!

#>

#这个时候各向上
>

个刻度#就变成了
#$

!

#$

+

每当手臂上来下去时#可摸一下自己颈部的肌肉#随着这个过

程#支撑脖子的肌肉能得到有效的锻炼+注意手一定放在自己

的两侧#往后张开+每天
!

次#每次做
!3:G

+第三节!头手对

抗操+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自己的枕后部#然后保持双眼平视前

方#颈椎是自然正常的位置#手向前用力#头向后用力#这样用

力,放松#一方面提高颈后肌肉的力量#一方面能促进颈后的血

液循环#对颈椎是非常好的保健动作+可以缓解肌肉的疲劳#

特别肌肉在做运动的时候#局部的血液循环量在加大#血液循

环量加大以后#局部的营养都会得到改善#这样可以远离一些

肌肉的损伤#保证疲劳以后产生的酸性物质#通过加大循环以

后都会消除+特别是伏案工作的人#每天
!

次#每次做
!3:G

+

第四节!旱地划船操+首先双脚叉开#两手前伸#挺胸塌腰向

前+这个时候假设两手握住船桨#两手向后划+这个动作看似

简单#但真正的技术要领#是在两手划起来的时候#后背肌肉要

使劲#向前伸时候放松#向后划时候用力#这节操可每天
!

次#

每次做
!3:G

#能有效解除后背疼痛+第五节!大雁飞+对于脊

柱侧弯的人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首先向前迈出半步#重心开始

移到前边腿上#两手侧平举#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复杂的动作

是两手向后飞起来#抬头看房顶#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的脊柱都参与运动了+这个动作左边做
!$6

#右边也做
!$6

#

交替做#这个动作对脊柱侧弯的患者#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对于术后康复操的完成#大部分可以在床上完成#尽量鼓

励患者做在能力范围内的章节#待可以下床时恢复全套+

$L'

!

术后康复护理

$L'L$

!

生命体征的观察
!

是直接了解手术后一般情况的重要

指征#术后心电监护和低流量氧气吸入#保持呼吸道通畅#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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