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一些分析性能检测亦不理想#已经将其淘汰+

线性评估可以有效指导进口大型生化仪中国产试剂的合

理使用#在更换试剂,定标品和仪器大保养或维修后都应进行

相应项目的线性分析#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保证质量+但是

线性评估只是性能评价的一个方面#它是在未考虑准确性的基

础上对检测项目的横向比较#尚有众多评价指标要检测以便全

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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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心肌酶谱测定在精神分裂症诊断中的意义

石常信"广西河池市复退军人医院检验科
!

>?8$$$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心肌酶谱水平含量变化!探讨血清心肌酶谱检测在精神分裂症

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化学分析法检测
"$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

例健康人的血清心肌酶,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

#!乳酸脱氢酶"

)QP

#!肌酸激酶"

'S

#!肌酸激酶同工酶"

'S.VN

#!

/

.

羟丁酸脱氢酶"

/

.PNQP

#的

含量%结果
!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心肌酶
/*&

$

)QP

$

'S

$

'S.VN

$

/

.PNQP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特别是

'S

%精神分裂症患者
'S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其余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L$>

#%结论
!

血清心肌酶谱测定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辅助诊断与治疗之一!对病情估计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

!

心肌酶谱&

!

肌酸激酶

!"#

!

$%&'()(

"

*

&+,,-&$)./0(122&/%$/&%$&%2I

文献标志码$

N

文章编号$

#"8%.-?>>

"

%$#%

#

$#.$$-".$%

!!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精神疾病之一#患者一般有

意识障碍和智能障碍#且在入院及住院期间往往情绪躁动#有

抵触情绪或者吵闹冲动行为+在临床检验中#发现精神分裂症

患者血清的心肌酶谱活性增加+为了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心

肌酶谱的改变#作者对本院选择
"$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心肌酶

谱进行了检测分析#得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心肌酶谱水平均

不同程度的升高#特别是肌酸激酶$

'S

%+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病例组采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

准$

''VQ.!

%#由临床精神科医师筛选排除心肌疾病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8

!

8!

岁#平均

$

!"L!_#?L-

%岁+健康对照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R

例(

年龄
%$

!

>%

岁#平均$

!!L-_RL>

%岁#为健康体检者#排除精神

疾患及骨骼肌,心肌疾病+

$L/

!

方法
!

取患者入院第
%

天清晨空腹静脉血
?3)

#离心分

离血清#排除黄疸,溶血,乳糜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

%,乳酸脱氢酶$

)QP

%,肌酸激酶$

'S

%,肌酸激酶同工酶

$

'S.VN

%,

/

.

羟丁酸脱氢酶$

/

.PNQP

%测定均采用上海科华实

验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的卓越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其配套

试剂#英国朗道质控血清+严格按照仪器和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操作+对照组取血和检测方法同病例组+

/

!

结
!!

果

两组血清心肌酶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病例组与对照组心肌酶检测结果比较%

I_@

)

7

&

)

'

项目
' /*& )QP 'S 'S.VN

/

.PNQP

病例组
"$ 8%L>_>8L"8 %?"L%_8>L-% ?R%L$_?>"L!! %RL$_#>LR# #-!L-_"#L8R

对照组
?% !#L8_#%L#" #R%L?_!%L"- #$>L8_??L?# #8L8_>L8% #!>L%_!!L%8

参考值
$

!

?$ ##>

!

%%$ %>

!

#8$ $

!

%> 8%

!

#R%

'

!

讨
!!

论

'L$

!

随着检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血清中的酶类等指标在临

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心肌酶$

'S

#

'S.VN

#

/*&

#

)QP

#

/

.

PNQP

%主要分布在骨骼肌及心肌内#其次为脑组织与平滑肌

中+当上述组织细胞损伤时#引起血清中心肌酶含量升高+导

致血清心肌酶升高的常见疾病是心肌梗死,病毒性心肌炎,多

发性肌炎,肌肉损伤及手术后,酒精中毒及脑血管疾病等+本

文探讨了心肌酶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从表
#

中病例组与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FVC@'1:G

!

MEG5E<

2

%$#%

!

9=1L-

!

(=L#



照组结果比较可见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S

升

高明显#

/*&

没有
'S

明显#其余多是轻微升高+有人用层析

法和电泳法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的
'S

是骨骼肌型#没

有发现脑型
'S

+虽然有证据显示分裂症患者血清中
'S

起源

于骨骼肌#但有文献报道#血清中脑型
'S

很不稳定#尤其在体

内易转化为心脏骨骼肌型+这使分裂症患者血清
'S

起源问

题模糊起来#难以肯定)

#

*

+

'L/

!

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心理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

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

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躁狂

症,癫痫,躁郁症,乙醇依赖等+而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

明,临床较为常见的精神障碍#多起于青壮年+常缓慢起病#具

有思维,情感和意行为等多方面的异常#以及精神活动不协调#

一般无意识障碍和智能障碍+自然病程多迁#呈反复加重或恶

化#但部分患者可痊愈或基本痊愈+一般患者病情发作时入

院#入院时及住院期间往往容易产生躁动情绪#抵触情绪较大#

甚至出现吵闹冲动行为+而此时能量代谢旺盛#激烈的肌肉运

动可使血清中各种酶如
'S

,

'S.VN

,

/*&

,

)QP

,

/

.PNQP

等

活性升高+长时间剧烈运动血清酶升高幅度最大)

%

*

#特别是

'S

升高最为显著+因此#

'S

的升高与分裂症患者的行为活

动有关)

!

*

+

'L'

!

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心肌酶谱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但

把它作为一个指标来应用还是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心肌酶的变

化非常短暂#并非特异性#而且心肌酶谱与精神症状#发病原因

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并不太确定+但并不能放弃研究心肌

酶谱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原因有两点!$

#

%心肌酶谱的检测

可以对临床用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

+$

%

%本次研究中无论是

病例组还是对照组均排除了心脏疾病#说明心肌酶谱测定水平

升高与心肌损伤无关+提示测定心肌酶谱水平可以作为精神

分裂症病情复发的参考指标#也可以作为疗效评定指标之一#

对病情估计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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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联合前列腺相关特异抗原检测在前列腺增生

中的诊断应用

李海峰"湖南旺旺医院检验科!长沙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化学发光法联合前列腺相关特异性抗原"

,*/

#检测对前列腺增生"

N,P

#的早期诊断价

值!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

采用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
#$"

例
N,P

患者$

#$$

例健康男性血清中
O.,*/

$

&.

,*/

及*
&.,*/

比值%结果
!

N,P

组
&.,*/

$

O.,*/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O

*

&.,*/

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F

#

$L$>

#%

&.,*/

在
?L$

!

#$

.

I

*

)

时!以
O

*

&.,*/

#

$L#>

为诊断界限!具有较好的灵敏度与特异度%结

论
!

化学发光法检测
,*/

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有助于
N,P

的早期诊断!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

前列腺增生&

!

化学发光法&

!

前列腺相关特异抗原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N

文章编号$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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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

N,P

%是泌尿系统的常见疾病之一#尤以老

年患者居多+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与饮食结构的改变#

N,P

的发病率呈显著增加的趋势)

#

*

+

N,P

可引起膀胱出口

梗阻从而出现下尿路症状#严重影响老年男性的生活质量#因

此寻找一种快速,准确的方法进行
N,P

的早期诊断#对患者预

后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显示
N,P

患者血清前列腺相关特异

性抗原$

,*/

%有不同程度的升高+本研究采用化学发光法对

本院收治的
#$"

例
N,P

的患者进行检测#旨在探讨
,*/

水平

与
N,P

的关系#为
N,P

的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选择
%$$R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

的
#$"

例
N,P

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
%$$-

年-良性前列腺

增生临床诊治指南.诊断标准)

%

*

#且经手术病理证实+年龄

>>

!

R?

岁#平均$

"8L%_>L!

%岁+同时选取该时期体检的健康

男性$均无前列腺病史%

#$$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对象年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

$

$L$>

%#具有可比性+

$L/

!

方法
!

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3)

#采血后静置
!$

3:G

#

!$$$<

"

3:G

离心
#$3:G

后分离血清置于
T%$c

冰箱保

存待检#采血前
#

周避免按摩,穿刺及直肠检查等+采用雅培

公司的
/Z*YV

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

试剂盒测定
O.,*/

及
&.,*/

#并自动计算
O

"

&.,*/

比值+各

项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L'

!

统计学分析
!

两组
&.,*/

,

O.,*/

及
O

"

&.,*/

比较采

用
:

检验#以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

两组患者各项检测指标结果比较
!

N,P

组
&.,*/

,

O.

,*/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O

"

&.,*/

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F

#

$L$>

%#见表
#

+

/L/

!

患者
O

"

&.,*/

的诊断界限与灵敏度,特异度
!

&.,*/

在
?L$

!

#$

.

I

"

)

时#以
O

"

&.,*/

#

$L#>

为诊断界限#灵敏度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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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5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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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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