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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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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高职大学生螨虫感染情况调查及分析

李忠琴!罗江灵!唐冰梅!高
!

瑛!李青霖"雅安职业技术学院药学检验系!四川雅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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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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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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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玻片上的纸带分别贴于鼻翼两侧以及面颊处+次日早晨

取下平贴于干净载玻片上#

%B

内送检#由专人光学显微镜检

查#对阳性载玻片标本进行虫种鉴定及计算虫体的数量+

$L/L/

!

感染症状体征调查
!

用询问以及观察的方法了解蠕形

螨引起的症状和体征+

$L'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

理#以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感染率
!

%"!

例雅安市高职大学生中#蠕形螨感染者
8$

例#感染率为
%"L"U

+

8$

例蠕形螨感染者中#单纯毛囊蠕形

螨,单纯皮脂蠕形螨与混合型三种感染类型均存在#且以毛囊

蠕形螨感染为主$

#-LRU

%#见表
#

+

/L/

!

感染与部位关系
!

毛囊蠕形螨感染主要是鼻翼两侧#占

所有感染者
8>U

$

!-

"

>%

%#蠕形螨感染者无明显感染部位差

异#见表
#

+

表
#

!

雅安市高职大学生各类螨虫感染情况调查表

感染虫种
感染例数

)

'

$

U

%*

感染部位

鼻翼两侧 面颊

毛囊蠕形螨
>%

$

#-LR

%

""

!-

"

#!

皮脂蠕形螨
#R

$

?L%

%

#>

!

!

混合型
8

$

%L"

%

!

> %

!!

注!与毛囊蠕形螨感染部位面颊比较#

"

F

#

$L$>

(与皮脂蠕形螨感

染例数比较#

""

F

#

$L$#

+

/L'

!

感染程度
!

在
8$

例阳性者中#查到
#

条螨者
>!

例#占

8>L8U

(

%

!

>

条螨者
#"

例#占
%%L-U

(

"

条螨以上者少见#仅
#

例#占
#L?U

+

/L1

!

症状及体征
!

雅安市高职大学生共有
8$

例蠕形螨感染

者#临床表现有夜间面部瘙痒者
?8

例#头皮瘙痒
!#

例#另有眼

睑部痒
!

例#毛孔增粗
?!

例#皮肤弥漫性潮红
%!

例#

#8

例外

耳道瘙痒#

!%

例面部多油,毛孔粗大伴有黑头#

%8

例皮肤脱皮

等#酒糟鼻
?

例#痤疮
-

例#而有
>

例蠕形螨检出阳性的学生皮

肤正常#无临床症状+

'

!

讨
!!

论

高职院校学生中蠕形螨感染主要以毛囊蠕形螨为主+蠕

形螨作为一种正常寄生在毛囊和皮脂腺的寄生虫#并不一定会

致病#蠕形螨检出率由于受检查方法,时间,环境等多种因素影

响#国内在校大学生蠕形螨的感染率各地报道差异较大#从

8L$U

!

>-LRU

不等)

!

*

+也有科研结果报道显示新生婴儿未查

到螨虫#儿童螨虫感染率随年龄而逐渐增高(人体不同部位的

螨虫感染率不一#其中成年人面部螨虫感染率最高+高职大学

生正处在皮脂腺代谢旺盛时期#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因素#包括

日晒,精神状态等都促使皮脂腺分泌#高职大学生普查蠕形螨

检出率较高与上述因素有关#虽然蠕形螨与痤疮,酒糟鼻等皮

肤损害有一定关系#但因宿主的个体差异#人体毛囊蠕形螨的

感染可有不同临床表现#即部分人可出现临床症状#而有一部

分人则无任何临床表现+由于螨虫生活史每一期都寄生于人

体#发育中不需要更换宿主#完成一代需
%

!

?

周)

?

*

#尚不能证

实高职大学生在学校中感染螨虫#但在集体环境中#高职大学

生卫生意识不强,集体居住环境等都可成为螨虫传播的诱发因

素+人体蠕形螨的传播既可直接也可间接通过脸盆,毛巾,衣

被,文具,化妆品等传播)

>

*

+防治方法主要是通过药物治疗,避

免直接接触#注意个人卫生习惯#不使用患者毛巾,枕巾#勤洗

勤晒毛巾,枕巾,被褥等物品)

"

*

+学校人群较集中#根据季节时

节不同#好发的各类传染性疾病也有不同+而冬末春初正是各

类病原体滋生和繁殖的季节#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网,多媒

体,宣传手册,黑板报,展板等多种形式开展防螨,除螨活动#帮

助高职大学生认识了解皮肤病相关知识#并养成良好的卫生和

生活习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

#

* 韩纬宜#沈武龙#李瑾#等
L

某部学兵各类螨虫感染情况调

查及分析)

M

*

L

科技信息#

%$#$

#

%8

$

##

%!

?$RL

)

%

* 赵亚娥#程彦斌
L

蠕形螨和蠕形螨的防治)

V

*

L

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

%$$>

!

"L

)

!

* 陈金烟#郭金华#孔月红
L

医学院校大学生蠕形螨感染情

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M

*

L

中国热带医学#

%$$"

#

"

$

#$

%!

#RR>.#RR"L

)

?

* 许化溪#包怀恩
L

病原生物学检验理论与临床)

V

*

L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

!88.!8-L

)

>

* 杨新华#王沛#邓淑凤#等
L

卫生士官学员
?!%

名蠕形螨感

染调查分析)

M

*

L

临床军医杂志#

%$#$

#

!R

$

!

%!

?8R.?8-L

)

"

* 祖淑海#潘丽红
L

病原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

V

*

L

北京!科

学出版社#

%$#$

!

%?8L

$收稿日期!

%$##.$8.%-

%

接触高噪声作业人员的心肌酶指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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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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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噪声对某厂一线工人心肌酶指标的影响%方法
!

检测
>8?

名接触高噪声作业人员的心肌

酶指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该厂职工心肌酶检查中!心肌酶有异常表现!但各酶异常程度不同!肌酸激酶

"

'S

#异常率为
RL#U

!肌酸激酶同工酶"

'S.VN

#异常率为
#%L?U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异常率为
RL#U

&

乳酸脱氢酶"

)QP

#异常率为
"L!U

&

/

.

羟丁酸"

PNQP

#异常率为
8L8U

%结论
!

接触高噪音作业人员心肌酶指标有

所异常!特别是高噪音接触史较长人员心肌酶指标异常率较高!对该类企业职工的心肌酶指标异常率应予以重视%

"关键词#

!

噪声&

!

作业人员&

!

心肌酶&

!

接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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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钢是一个有多种有害因素共同存在于同一作业岗位的

企业#高噪声即是此类有害因素之一)

#

*

+而高噪声对作业工人

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此作者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该企业在岗作业工人进行了健康监护普查+现将本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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