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菌群失调#导致真菌感染+嗜麦芽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天然

耐药+

大肠埃希菌对多种抗菌药耐药程度不一#其中第
#

,

%

代头

孢类抗生素耐药率$均在
R$U

以上%明显高于第
!

代头孢类抗

生素耐药率$分布在
"$U

!

R$U

%+复方新诺明耐药率
R>U

#

第
?

代头孢类抗生素,阿米卡星,氨曲南对大肠埃希菌有中度

耐药率$均在
>$U

以下%+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耐药率均在

-$U

以上+以上表明该菌对喹诺酮类,磺胺类药物效果不佳#

临床慎用+大肠埃希菌已成为医院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之一#其

耐药机制很复杂#有多种耐药酶产生#且随着抗菌药滥用诱导

超级耐药菌株出现#给临床治疗带来很多不便+对尿路感染中

大肠埃希菌耐药性分析#有助于临床医生及时了解该菌耐药情

况#合理利用抗生素#有效控制尿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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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清蛋白&尿肌酐对糖尿病肾病患者应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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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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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随机尿微量清蛋白"

3/)N

#*尿肌酐"

5D<

#在糖尿病肾病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

采用免疫

比浊法测定尿
3/)N

!用酶法检测
5D<

$血清尿素氮"

N7(

#和血清肌酐"

'<

#并计算尿
3/)N

*

5D<

值%结果
!

肾病初

期组与糖尿病组相比!

N7(

$

'<

值相近"

F

$

$L$>

#!尿
3/)N

*

5D<

明显升高"

F

#

$L$>

#&肾病组的
N7(

$

'<

$尿

3/)N

*

5D<

均明显高于糖尿病组"

F

#

$L$#

#%结论
!

对于临床诊断为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当肾功能指标未发生明显

改变时!尿
3/)N

*

5D<

已发生变化!可以指导临床作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关键词#

!

尿微量清蛋白&

!

尿肌酐值&

!

糖尿病肾病&

!

尿素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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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Q(

%是糖尿病的严重慢性并发症#致死率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尿微量清蛋白$

3/)N

%检测是

诊断糖尿病并发症早期肾脏损害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测定

患者尿中尿
3/)N

与肌酐$

'<

%的比值来反映糖尿病早期肾脏

损害情况对
Q(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有较大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L$

!

研究对象
!

病例为随机选取本院
%$##

年
#

!

>

月的糖尿

病患者
#>!

例#其中#

"8

例为肾功指标正常的
%

型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组%(

?"

例为临床症状出现糖尿病视网膜微血管病变#

尿
#$

项检测出现尿蛋白#诊断为
Q(

但肾功指标未发生改变

患者$肾病初期组%(

?$

例为临床症状出现糖尿病视网膜微血

管病变#尿
#$

项检测出现尿蛋白且肾功指标发生改变者$肾病

组%+以上病例均无泌尿系统病变及近期服用肾毒性药物史+

$L/

!

标本收集
!

所有受试者在无大量饮水的情况下留取清洁

中段尿#同时空腹抽血#尿标本和血标本在高速离心机
!R$$

<

"

3:G

离心
#$3:G

+血标本测定尿素氮$

N7(

%单位为
33=1

"

)

,

'<

单位为
.

3=1

"

)

#尿标本测定尿
3/)N

,尿肌酐$

5D<

%#并

计算尿
3/)N

"

5D<

单位为
.

I

"

3

I

+

$L'

!

仪器与试剂
!

$

#

%仪器!用奥林巴斯
/7%8$$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

%试剂!

'<

,

5D<

试剂由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

N7(

试剂由柏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3/)N

试剂由

英国朗道公司提供+

$L1

!

方法
!

N7(

,

'<

,

5D<

采用酶法测定#

3/)N

采用免疫比

浊法测定+试验前和试验中分别做测定项目的室内质控#均

在控+

$L2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HDC1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采

用
:

检验#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糖尿病组
3/)N

"

5D<

为$

#RL!8_%#L$R

%

.

I

"

3

I

#肾病初期

组
3/)N

"

5D<

为$

#>!L8%_!%RLR%

%

.

I

"

3

I

#肾病组
3/)N

"

5D<

为$

%"8L%$_"R%L#"

%

.

I

"

3

I

#肾病初期组,肾病组
3/)N

"

5D<

明显高于糖尿病组$

F

#

$L$>

%#肾病组
3/)N

"

5D<

亦高于肾病

初期组$

F

#

$L$>

%+各组患者
N7(

,

'<

测定结果分析见表
#

+

表
#

!

糖尿病组(肾病初期组(肾病组
N7(

(

'<

测定结果分析

组别
' N7(

$

33=1

"

)

%

'<

$

.

3=1

"

)

%

糖尿病组
"8 >LR#_#L$- ">L-?_#>L>?

肾病初期组
?" >L>?_#L#"

"

8$L-8_#!L->

"

肾病组
?$ -L!#_%LR-

""

##RL8$_??L"R

""

!!

注!与糖尿病组比较#

"

FW$L%#

#

"

FW$L$R

#

""

F

#

$L$#

#

""

F

#

$L$#

+

'

!

讨
!!

论

临床化学领域中最近对尿液
3/)N

测定日渐增多#许多

研究者认为尿液清蛋白测定对早期发现肾脏功能改变及随后

的治疗监控#其特异性和敏感度均比总蛋白高+在糖尿病时#

尿液清蛋白排泄量增加常伴随有肾小球滤过率增加+它发生

于肾病的早期阶段#在肾组织学或结构改变之前即可检出#对

预防糖尿病肾脏并发症的发生有着重要意义)

#

*

+血清清蛋白

部分可由肾小球通过#但几乎皆被肾小管重吸收#当肾小球病

变时#滤过量增多#以致超过肾小管的重吸收而从尿中排出#形

成尿
3/)N

)

%

*

+因为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和胰岛素减低

使肾微血管受损)

!

*

#肾小球滤过功能降低#尿
3/)N

漏出#

5D<

排出减少#最后导致
3/)N

"

5D<

比值升高+

Q(

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也是糖尿病致死

的重要原因+在早期多无明显的症状和体征#为早期诊断造成

困难+而患者一旦出现临床肾病#此时肾损伤已不可逆转+早

期诊断及时干预可阻止或延缓其发展+目前研究认为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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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

是反映肾小球损伤的重要标志#对早期诊断
Q(

最有价

值)

?

*

+糖尿病对肾脏的影响是一个隐匿的发展过程#糖尿病开

始的时间实际上也就是糖尿病肾脏病变开始的时间)

>

*

+有研

究认为
!$U

以上的
%

型糖尿病患者会出现
3/)N

尿#如果不

进行早期筛查和治疗#

%$U

!

?$U

的患者将在
>

!

#$

年发展成

为严重的蛋白尿#最终导致肾功能衰竭+因此#

Q(

的早期诊

断和早期治疗极其重要+

本文研究的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中#糖尿病肾功能发生

改变的患者与仅为糖尿病的患者
3/)N

"

5D<

,

N7(

,

'<

均有明

显差异$

F

#

$L$#

%#

Q(

初期者与仅为糖尿病的患者
N7(

,

'<

无明显差异#但是
3/)N

"

5D<

已出现明显的升高$

F

#

$L$>

%#

说明#测定随机尿
3/)N

"

5D<

对于
Q(

早期比
N7(

,

'<

灵敏度

高#并大大降低了因抽取静脉血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因而对

3/)N

"

5D<

的连续监测#可监测病情发展进程#指导治疗#对防

止和延缓
Q(

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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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地区不同人群中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调查分析

张立岗!杜萍萍"陕西省铜川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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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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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铜川地区三年间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P'9

#

%R-"$

例中确定阳性者在不同人群中的分

布情况!了解现阶段
P'9

感染的途径%方法
!

对
%R-"$

例检测抗
.P'9

血清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定性

检测%阳性者用不同厂家的试剂进行复检$复查%结果
!

%R-"$

例检测标本中阳性为
-"%

例占总检人数的
!L!%U

%

结论
!

P'9

已侵入健康人群!要求提高警惕!防止医源性感染的传播%在人群中防止性传播$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

显得更加重要%

"关键词#

!

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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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我国常见病之一#感染率很高#在近几年中呈

上升趋势发展)

#

*

+本院自
%$$R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

%R-"$

例血清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b*/

%技术)

%

*进行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
.P'9

%

)

!

*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血清标本来源
!

本院自
%$$R

年
#

月至
%$#$

年
#%

月由

门诊就诊和住院患者送检的标本总计
%R-"$

例$含单位健康

体检标本%#男
##$?$

例#女
#8-%$

例#平均年龄
!-

岁+其中#

门诊患者
##R8$

例#住院患者
#"$>?

例#健康体检人员

#$!"

例+

$L/

!

血清标本的采集
!

采用一次性带盖塑料管#采集清晨空

腹静脉采血
%3)

#放置
!8c

水浴箱中
!$3:G

后#

!$$$<

"

3:G

离心
>3:G

后分离血清#进行检测+

$L'

!

仪器与试剂
!

$

#

%深圳雷杜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

"#$$

酶标分析仪+$

%

%厦门英科新创公司提供的丙型肝炎病

毒抗体诊断试剂+$

!

%深圳雷杜公司生产的
]&.!#$$

全自动

洗板机+

$L1

!

检测方法
!

用
+)b*/

分别对来自门诊患者及住院患者,

健康体检人员总计
%R-"$

例血清标本进行抗
.P'9

定性

检测+

$L2

!

操作
!

按照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抗
.P'9

诊断试剂盒的操作程序进行操作#最后用酶标仪进行比色

测定+

/

!

结
!!

果

!

年该地区对
%R-"$

例检测的标本中阳性
-"%

例#占总检

人数
!L!%U

+门诊检测
##R8$

例#阳性
?#>

例#占
!L?-U

(住

院输血前检查患者
#"$>?

例#阳性
>%"

例#占
!L%8U

(健康体

检人员
#$!"

例#阳性
%#

例#占
%L$%U

+阳性结果中最小年龄

为
%

岁#最大
R$

岁+

-"%

例抗
.P'9

阳性结果在不同人群中的

分布见表
#

+

表
#

!

-"%

例抗
.P'9

阳性结果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

原因 阳性 百分率$

U

%

#L

医源性 曾接种,各种注射,拔牙等
!>? !"L8-

%L

输血 曾经输注血液或血液制品
#!% #!L8%

!L

母婴传播 母婴垂直传播
#! #L!>

?L

肾透析 曾经多次肾透析患者
" $L"%

>L

志愿者献血 到血站献血时发现
##$ ##L?!

"L

吸毒 曾经吸毒或注射毒品
#R #LR8

8L

服刑人员 在监狱服刑者
%% %L%R

RL

体检 体检时发现
%# %L#R

-L

不明原因 原因不明者
%R"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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