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脂代谢异常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明显#

>!

!

"%

岁组检测值达到高峰+

&\

随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

!

"%

岁组检测值达到高峰#从
"!

岁以上组开始下降#男女间
&'

和

)Q).'

水平
?!

岁以前男性高于女性#

?!

岁以后女性则迅速增

加#高于男性组$

F

#

$L$#

%+

&\

在
"!

岁以前各年龄组男性均

高于女性#

"!

岁以后则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P)Q.'

水平各年

龄组无明显差异$

F

$

$L$>

%#

&\

,

&'

和
)Q).'

水平男女均随

年龄升高#到
>!

!

"%

岁组为高峰#而后略有降低#这与刘永

利)

?

*报道的男性体检者在
>$

!

>-

岁后出现明显的血脂改变#

女性体检者在
!$

!

!-

岁和
>$

!

>-

岁两次发生血脂明显的改

变#以
&\

,

&'

改变为主#血脂
&'

在性别上出现明显差异是从

>$

!

>-

岁开始基本一致+

PQ).'

变化不大+本次体检凡统

计两项血脂结果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异常就作为总的血脂异

常#

#%-R

例体检者中血脂异常有
!!-

例#占体检人数的
%"L

%U

+其中男性血脂异常
%?>

例#占男性体检人数的
!#L#U

+

通过本文的结果分析发现#部分体检者已存在潜在危险因

素#如果在某些诱因作用下#极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甚至冠心

病的发生#应该提倡健康生活方式#调整饮食结构#加强户外运

动#提高自我保健意识#重视血脂的监测#定期到医院进行体

检#使之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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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检验在新生儿溶血病检验中的应用探讨

曹丛雪!刘景东!张
!

辉"河南宏力医院!河南新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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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循证检验证实新生儿溶血病三项试验阴性结果与理论不符的原因%方法
!

采用增加试验

中红细胞$血清的用量!母体血清代替新生儿血清!标准红细胞进行酶处理等进行试验%结果
!

原阴性结果经过复

检试验!均不同程度提高了阳性率%结论
!

循证检验验证了试验阴性的原因!消除了检验者的疑虑!保证了检验结

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

!

循证检验&

!

新生儿溶血病&

!

溶血三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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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N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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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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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溶血病是新生儿同种免疫溶血性贫血中最多见的

一种溶血性疾病#是由于夫妻双方血型不合而导致母婴不合#

从而使母亲产生抗胎儿血型的免疫抗体#这种免疫抗体可以通

过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中#破坏胎儿红细胞#造成新生儿溶血

性贫血#黄疸,核黄疸,智力障碍甚至出现残疾儿+新生儿溶血

三项)直接抗球蛋白试验$直抗%,游离,放散实验*检验也是目

前诊断新生儿溶血病的主要实验室依据+理论上#新生儿溶血

病的三项试验应该均为阳性#但由于患者体内抗原,抗体的原

因以及方法学问题#致使检验结果与理论不符#可能造成漏诊,

误诊+从循证检验的角度#对
%$$R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8

例可疑,

!%$

例定为新生儿溶血病溶血三项检验中的阴性项目

进行研究#探讨试验阴性的原因#提高阳性率#给新生儿溶血病

确诊提供可靠的实验室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择
%$$R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检

的
?#-

份新生儿黄疸血样#年龄
!

!

8@

#男
#R>

例#女
%!?

例#

经进行新生儿溶血
!

项检验#按新生儿患者血清学诊断标准诊

断为可疑
8

例#证实
!%$

例+

$L/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免疫微柱孵育器,

NY)

血型血清学

多用离心机,水温箱等+试剂!抗人球蛋白检测卡,

%.VC

应用

液均来自长春博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L'

!

方法

$L'L$

!

直抗试验,游离试验,放散实验#均采用微柱凝胶免疫

分析法$卡式%#具体操作规程见第
!

版操作规程+

$L'L/

!

直抗阴性复检方法
!

使用
%

倍原试验红细胞浓度#进

行直抗试验+

$L'L'

!

游离阴性复检方法

$L'L'L$

!

使用原游离试验血浆
%

倍进行游离试验+

$L'L'L/

!

母婴
/N0

血型不合的新生儿溶血病检测母体血液

中新生儿血型抗原相对应的
b

I

\

抗体效价并进行
%.VC

灭活

b

I

V

抗体后替代新生儿血清#若为母婴
]P

血型不合新生儿溶

血病#可直接用母亲血清与
0

型红细胞进行游离试验+

$L'L1

!

放散试验阴性复检方法

$L'L1L$

!

增加红细胞比例进行放散试验+

$L'L1L/

!

应用酶处理的红细胞代替原标准红细胞进行放散

试验+

/

!

结
!!

果

循证检验对原阴性结果复检试验阳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新生儿溶血病
!

项试验分布及复检试验阳性结果见表

#

+

!%8

例可疑和证实为新生儿溶血病的溶血
!

项试验!$

#

%直

抗试验阴性
#8-

例#占
>?L8U

+使用
%

倍原试验红细胞浓度#

进行直抗试验#

R%

例复检为阳性#阳性率提高了
%>U

+$

%

%游

离试验阴性
#$"

例#占
!%L?U

#使用原游离试验血浆
%

倍进行

游离试验#

%R

例复检为阳性#阳性率提高了
RL"U

+使用母亲

血清替代游离试验
8"

例复检为阳性#阳性率提高了
%!L%U

+

$

!

%放散试验阴性
%%

例#占
"L8U

+增加红细胞比例进行放散

试验
>

例复检为阳性#阳性率提高了
#L>U

+应用酶处理的标

准红细胞进行放散试验
-

例复检为阳性#阳性率提高了
%LRU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MEG5E<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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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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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新生儿溶血病血清学诊断标准及
!%8

例

!!!

试验结果分布情况

直抗试验 游离试验 放散试验 结论 患者数

X T T

可疑为新生儿溶血病
!

T X T

可疑为新生儿溶血病
?

T T X

证实为新生儿溶血病
>!

X T X

证实为新生儿溶血病
>$

X X T

证实为新生儿溶血病
#>

T X X

证实为新生儿溶血病
#%%

X X X

证实为新生儿溶血病
R$

!!

注!

X

表示阳性#

T

表示阴性+

'

!

讨
!!

论

/N0

型新生儿溶血病直抗试验常呈阴性或弱阳性+因为

刚出生的新生儿
/N0

抗原发育仍不完全#抗原位点少#无论

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与成人红细胞有着较大的差距#抗原性弱#

只能结合很少的
b

I

\

抗体)

#

*

+和虹和邵宗鸿)

%

*指出#当每个红

细胞膜上结合有
!$$

!

>$$

个抗体分子时直抗可呈阳性反应#

如果免疫球蛋白分子低于此值#则
Q/&

呈阴性+本研究在试

验中增加试验的红细胞浓度#目的是让更多的致敏红细胞与抗

人球蛋白结合#结果阳性率平均提高
%>U

#验证了直抗假阴性

的原因+

当母亲的
b

I

\

抗体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后#大部分被患

儿红细胞吸附#只有少部分未被吸附的抗体游离于胎儿的血液

内#有时这些抗体不足以使目前的试验呈阳性反应+鞠文东和

张晓敏)

!

*认为进入胎儿体内的
b

I

\

抗体#经体液及其细胞上存

在的
/

或
N

抗原中和#细胞吸附后#部分抗体被处理失效也是

导致游离试验阴性的原因之一+另外#婴儿体内所有的血型抗

体都来自母亲#而且母亲血清中的抗体效价一般比婴儿血清中

的抗体更高#血清量也更多+因此本研究采取提高试验用新生

儿血清比例#增加抗体浓度进行试验#通过研究对提高试验阳

性率有着一定程度的作用#达到
RL"U

+另外本研究对
/N0

型新生儿溶血病儿母亲血清经
%.VC

灭活
b

I

V

抗体后代替新

生儿血清进行游离试验(对
]P

血型不合新生儿溶血病直接用

母亲血清代替病儿血清直接与
0

型红细胞进行试验#复检后

阳性率平均达到
%!L%U

+

放散试验阳性是新生儿溶血三项试验诊断新生儿溶血病

的确证试验)

?

*

#阳性率高#也是溶血三项试验中最敏感的试验#

往往由于采血时间晚#致敏的红细胞大部分被破坏造成试验阴

性)

>

*

+因此#本研究在严格采血时间的同时#采用增加放散试

验中红细胞的比例进行放散#尽可能地多放散出结合在红细胞

上的抗体#对试验阳性率提高
#L>U

+另外将标准红细胞进行

酶处理#进行放散试验#提高了试验的敏感性#阳性率提高

%LRU

#效果更为显著+

总之#溶血三项试验$直抗试验,游离试验,放散试验%是利

用免疫学方法检测新生儿溶血病的重要方法#新生儿溶血病理

论上三项试验结果应该都为阳性#但由于新生儿血液内抗原,

抗体因素或方法学不同往往结果与理论不符#导致检验者和临

床医生对检测结果持怀疑态度#甚至会出现漏诊,误诊+为了

消除检验者心中的疑团#验证试验与理论不符的原因#采用了

循证检验的方法进行检验#不但验证了试验与理论不符的原

因#大大提高了结果与理论的符合率#同时也是对试验进行质

量控制#给临床提供了准确无误的检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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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调查雅安市高职大学生蠕型螨感染情况!并提出防治措施%方法
!

对雅安市高职大学生
%"!

例检查蠕形螨感染情况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

雅安市高职大学生蠕形螨感染率达
%"L"U

!其中男性占

#>L"U

!女性占
##L$U

!以毛囊蠕形螨为主!部位以鼻翼为主%结论
!

雅安市高职大学生蠕形螨感染较为普遍!痤

疮$酒糟鼻$脂溢性皮炎等与蠕形螨感染确实有一定关联!在教学中要宣讲皮肤科相关知识!并且注意个人卫生$改

善行为习惯!加强个人防护!做到防治结合!降低感染率%

"关键词#

!

蠕形螨&

!

感染率&

!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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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螨虫是一种全身长毛刺的小昆虫#躯体小#肉眼不可见#生

长繁殖迅速#喜温湿#寄生于人和哺乳动物的毛囊和皮脂腺内

的一种永久性寄生螨)

#

*

#以哺乳动物的皮肤组织细胞,皮脂腺

分泌的油脂等为生+与皮肤病相关的螨虫主要是蠕形螨#一般

寄生于人体皮肤皮脂腺较发达的部位#尤以鼻翼,鼻尖及眼周

围,颊,前额,外耳道等处感染率最高)

%

*

+为了解雅安市高职大

学生蠕型螨感染情况#本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雅

安市高职大学生各类螨虫感染情况进行了调查#以了解大学生

蠕形螨感染情况#并提出防治措施+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R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学的雅安市高

职大学生
%"!

例+其中男
?>

例$

#8L#U

%#女
%#R

例$

R%L-U

%+

年龄
#8

!

%#

岁#平均
#RL>

岁+

$L/

!

方法

$L/L$

!

透明胶纸粘贴法
!

将市售的透明胶纸剪成
!L$D3`

#L$D3

大小贴于载玻片上#分别在载玻片一端标注待检者姓

名+嘱受检者晚间睡前用肥皂水或热水将脸部油脂洗净擦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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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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