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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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年九龙坡区初治涂阳

!!

肺结核患者转归情况

年度
初治涂阳$

(

%

患者数 治愈$

;

% 失败$

;

% 丢失 死亡 其他

$##8 $%: $#%

$

7$6!<

%

7

$

96%"

%

9 % $

$##7 $%7 %7!

$

876"#

%

7

$

96%%

%

%# $ $

合计
%99! %$7<

$

87697

%

9<

$

$67<

%

!$ %" <<

/6'6/

!

患者治愈情况
!

项目实施
:

年间全区初治涂阳肺结核

患者
%99!

例#治愈
%$7<

例#治愈率
87697;

+

$

,

*复治涂阳肺

结核患者
%"<

例#治愈
%%8

例#治愈率
::68<;

#初治涂阳失败

9<

例#失败率
$67<;

*复治涂阳失败
%"

例#失败率
$67<;

#

初)复治涂阳患者共丢失
::

例#占涂阳治疗患者
968$;

$详见

表
9

%*

'

!

讨
!!

论

'6$

!

效果
!

按照-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

$##%

(

$#%#

年%.执

行#使本区结核病控制项目有序进行#肺结核可疑患者就诊率

较项目前明显提高#查痰率)阳性检出率均达标#新涂阳患者登

记率
$76""

"

%#

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全市平均
<8

"

%#

万%#通

过加强管理#转诊到位率)追踪到位率逐年上升#初治涂阳患者

$

个月阴转率
896$7;

#初诊涂阳患者治愈率达到
87697;

$国

家项目要求
8";

%#以上指标说明本区经过
:

年结核病控制项

目的实施#建立健全了区)乡)村三级防痨网络#提高了全区防

痨人员业务水平#建立了一支适应结核病控制的专业队伍#为

今后本区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6/

!

问题
!

随着卫
3

项目的结束#结合本身防痨经费不足的

结核病防治体系留下很大空缺#使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结核病

防治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经费不足后产生防痨队伍不稳定#

三级防痨网开展受限#直接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

年报告

分析!本区的指标总体不高#有些指标在国家标准下低位运行#

防治工作还很薄弱#加之近几年人口流动巨大#流动人口发病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

,

#

$##7

年根据统计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

占总登记人数的
$!6#<;

#流动人口的治疗和管理存在难度#

患者的治疗无法监督*转诊到位率)追踪到位率呈逐年上升#

仍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全市平均分别为
"";

#

!#;

%#患者治

疗转归中#初)复治涂阳患者治愈率较平稳#但初治涂阳肺结核

患者治疗失败率
$67<;

#复治涂阳失败率为
%#699;

#两项指

标均呈逐年上升态势+

9

,

*耐药)耐多药和原始耐药患者在治疗

上很难使痰菌阴转#这样给国家)社会)个人造成严重不良后

果#危害他人健康#患者耐药后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这类患者

成为了肺结核患者的传染源*

'6'

!

建议
!

$

%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实行交通)营养补贴(

$

$

%现有防痨人员进行不间断培训和提高待遇($

<

%对耐药患者

实施特殊经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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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肝功能损伤患者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的检测

彭秉信%

!成海恩$

!金亚平$

!叶琼瑶<

"

%6

山东省平度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6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杭州
!

<%###9

'

<6

温州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
#"

级!浙江温州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视黄醇结合蛋白"

YS[

$在不同临床类型肝损伤患者血清中的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

分

别检测
%##

例不同临床类型的肝损伤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中的
YS[

%总蛋白"

([

$%清蛋白"

>ZS

$%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

>P(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Z(

$%

,

?

谷氨酰转肽酶"

,

?T(

$水平!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
!

与对照组

比较!慢性肝病和脂肪肝患者
YS[

%

([

%

>ZS

明显升高"

!

"

#6#"

$'肝癌和肝硬化患者
YS[

%

([

%

>ZS

与对照组比较

明显降低"

!

"

#6#"

$'与对照组比较!各组中
>Z(

%

>P(

%

,

?T(

均升高"

!

"

#6#"

$'相关分析发现!各组中
YS[

与

([

%

>ZS

呈正相关!与
>Z(

%

>P(

%

TT(

呈负相关!

!

均小于
#6##%

&结论
!

YS[

可以作为反映肝功能损伤程度的

指标之一!对重型肝炎的预后判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

视黄醇结合蛋白'

!

慢性肝病'

!

肝硬化'

!

肝癌'

!

脂肪肝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9""

"

$#%$

$

#!?#:#!?#$

!!

肝脏是机体蛋白质合成的主要场所#各种急慢性肝病均可

影响蛋白质的合成#引起多种血清蛋白浓度变化*视黄醇结合

蛋白$

YS[

%与清蛋白$

>ZS

%)球蛋白等均在肝脏中合成*目前

反映肝功能损伤的指标很多#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P(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Z(

%)

,

?

谷氨酰转肽酶$

,

?T(

%在肝脏中

含量较多#能及时反映肝脏合成功能的变化#均可作为肝病患

者肝功能损害程度的指标*为了探讨
YS[

在不同临床类型肝

功能损伤患者血清中的水平)临床意义及相互关系#作者对

%##

例不同临床类型的肝功能损伤患者进行了一系列相关项

目的检测#现报道如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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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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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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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

例不同临床类型的肝功能损伤患者均为

$#%#

年
<

(

"

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住院患者#病

情诊断符合
$###

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诊断标准*其中男

8%

例#女
%7

例#年龄
$<

(

8:

岁*其中慢性肝病
%8

例#脂肪肝

$#

例#肝癌
<:

例#肝硬化
$"

例*

%!:

例健康体检人群为健康

对照组#男
8<

例#女
89

例#年龄
%:

(

8!

岁*

$6/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采用
4H

O

-

.

LE"9<%

型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分别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血清
YS[

)溴甲酚绿法测

定
>ZS

)双缩脲法测定
([

)速率法测定血清
>P(

)

>Z(

)

,

?

T(

*

YS[

采用上海北加生化试剂有限公司试剂$批号!

$#%##%$$

%(

>ZS

及
([

试剂为本实验室配制#

>P(

)

>Z(

)

,

?

T(

试剂均为
4H

O

-

.

LE>="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配套试剂*

质控血清采用患者新鲜混合血清$自配#分装保存于
^8# X

冰箱%*

$6'

!

研究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均采集空腹静脉血#

<###J

"

-AB

离心
%#-AB

分离血清#离心半径
%$0-

*按操作程序上机

检测#同时检测质控血清#质控结果在控时#进行标本测定*

$6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P[PP%<6"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检

测数据均以
PdC

表示#对各组数据进行正态性分布和方差齐

性检验#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

例肝病患者血清
YS[

)

([

)

>ZS

)

>Z(

)

>P(

)

,

?T(

水

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慢性肝病和脂肪

肝组与对照组相比#

YS[

)

([

)

>ZS

明显升高$

!

"

#6#"

%#脂肪

肝组
YS[

)

([

)

>ZS

升高大于慢性肝病组$

!

"

#6#"

%(在肝癌

和肝硬化组中#

YS[

)

([

)

>ZS

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

!

"

#6#"

%*其中肝硬化组
YS[

值低于肝癌组#两组
([

)

>ZS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与对照组相比#各组中
>Z(

)

>P(

)

,

?T(

均升高$

!

"

#6#"

%#其中肝癌和肝硬化组升高程度

明显高于慢性肝病和脂肪肝组$

!

"

#6#"

%#见表
%

*

表
%

!

各组中
YS[

)

([

)

>ZS

)

>Z(

)

>P(

及
,

?T(

水平&

PdC

'

组别
( ([

$

-

F

"

IZ

%

>ZS

$

-

F

"

IZ

%

>Z(

$

=

"

Z

%

>P(

$

=

"

Z

%

,

?T(

$

=

"

Z

%

YS[

$

-

F

"

IZ

%

慢性肝病
%8 :6#%d%6$$ 9697d#6!$ <8679d$#6<" 996##d$:6"! "76!%d:86:$ :%687d<%68%

$

脂肪肝
$# :6<7d#6$: 9679d#6$% <767"d$76"9 <%6##d%"678 !$6<#d"$6#" 8%67#d%86%<

$

肝癌
<: !6!%d#68< <6"$d#6!% 8$6%!d7%6:! 8"6##d8#6!% $<%6%!d$#<69% <"6#$d<86$!

$

肝硬化
$" !6%"d#6$: <6$7d#6"# 9:67!d9:6:< %%"6$8d%8$687 8<6!#d%#"6"% $#6$9d%%6"9

$

对照组
%!: !6!:d#6!< 96$8d#699 %:6#"d76:: $$688d!689 %769"d76$7 "!68"d%#6"!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6#"

*

'

!

讨
!!

论

YS[

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亲脂载体蛋白#相对分

子质量为
$%###

#半衰期为
<

(

%$G

#主要由肝细胞粗面内质网

合成#广泛分布在人体血清)脑脊液)尿液中*

YS[

可与视黄

醇)前清蛋白一起结合为视黄醇
?

视黄醇结合蛋白
?

前清蛋白复

合物$

Y?YS[?[>

%#负责维生素
>

的转运+

%

,

(

YS[

的半衰期短

于血清清蛋白#所以肝脏疾病时其变化较清蛋白敏感#能够更

早发现肝损害情况+

$?<

,

*

有文献报道#不同组别的病毒性肝炎中#血清
YS[

水平均

低于正常#而且随着肝损害的加重#其水平降低愈加明显#依次

为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以重型肝炎最低+

9

,

*而本实验

中#慢性肝病和脂肪肝的患者
YS[

明显升高#而在肝硬化或肝

癌时
YS[

才明显降低#这与文献报道有所区别*可能的原因

是#一方面可能由于挑选的病例较少#患者个体之间可能存在

差异性#另一方面#在慢性肝炎和脂肪肝时#由于肝脏受损较

轻#肝功能可能处于正常或代偿期#仍能正常合成蛋白质#使合

成的蛋白质代偿性升高*而在肝硬化和肝癌患者中#由于病程

较长#肝实质细胞大量破坏#使合成
([

)

>ZS

和
YS[

受到抑

制*同时#肝硬化还可导致门脉高压#在肝脏合成减少和大量

漏入腹腔积液的双重原因下#使血浆
>ZS

)

([

)

YS[

显著下

降*

本实验中#肝硬化组中
YS[

低于肝癌组#而
>ZS

)

([

无

明显变化#提示血清
YS[

能较
>ZS

)

([

更灵敏地反映肝功能

变化#与文献报道一致+

$

,

*相关性分析发现#

YS[

与
([

)

>ZS

呈正相关#与
>Z(

)

>P(

)

,

?T(

呈负相关#

!

均小于
#6##%

#与

文献报道一致+

"?:

,

*结果提示#

YS[

与
>ZS

)

([

)

>Z(

)

>P(

)

,

?T(

等指标一样#对于肝脏功能损伤的诊断具有同样重要的

价值*

本实验表明#检测患者血清中
YS[

#不仅有利于肝功能损

伤临床类型的判断#也可早期灵敏地观测肝损伤程度#对估计

预后及临床治疗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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