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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所发的结果准确)可靠)一致#并能很好地满足临床的

需要#作者严格按照
)[7?>

文件的要求进行比对实验*

由于本院的实际情况#本科室两台电化学分析系统主要是

用于肿瘤标志物的测定#肿瘤标志物
+)>

)

>W[

)

+>%77

)

+>%$"

在临床应用较广泛#为避免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本实验

室对这
9

种肿瘤标志物的结果进行比对*结果表明!在保证室

内质控和室间质控良好的基础上#同时使用了配套的试剂)校

准品和质控品#两台分析系统检测结果
;

$ 均大于
#67"

#表明实

验数据分布范围合适#直线回归统计的斜率和截距可靠#实验

方法精密度较好*表
$

显示出两分析系统间的偏倚及系统误

差较小#是临床可接受范围*通过这次比对实验#作者对两系

统间的偏倚有了明确的了解和准确评估*保证了这两台分析

系统在同一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准确性)可靠性#很好地

满足了临床的需要#避免了同一实验室发出两种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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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乐果对体外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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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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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有机磷农药乐果对体外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的影响&方法
!

用不同浓度的乐果溶液

处理培养中的淋巴细胞!观察其微核率的变化!并用
!

$ 检验方法做显著性检验&结果
!

实验组微核率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

!

"

#6#"

或
!

"

#6#%

$&结论
!

乐果对体外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有不同程度的损伤作用&

"关键词#

!

有机磷农药'

!

淋巴细胞'

!

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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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是保证农作物增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它给社会创造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人类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就是农药

的毒性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不利影响*随着农药

的普遍使用#在环境和农副产品中的残留非常普遍*农药进入

体内的途径主要是随食入农药污染的农副产品而逐渐蓄积#因

此对其毒性的研究已成为一大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目前#虽然

有关农药毒性的研究较多#但关于农药遗传毒性的研究资料还

比较缺乏*本文结合地方特点#选择常用的有机磷农药乐果为

研究对象#拟用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检测其遗传毒性#

旨在为有机磷农药对农副产品污染的综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6$

!

材料
!

人体外周血取自健康成年人#共取
$#

份#男女各

半#采血对象平均年龄
$8

岁#均无服用致染色体畸变的药物史

和放射线接触史*

$6/

!

仪器与试剂
!

9#;

乐果乳油原药由陕西康泽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人外周血细胞培养基由青岛莱佛生物工程研究所

生产(

4H

O

-

.

LE+_9#

生物显微镜*

$6'

!

实验分组
!

每份血液分为两组#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

组培养
<

瓶#对照组培养
%

瓶*培养
98G

后#实验组每瓶培养

液中分别加入
#6%-Z

不同浓度的乐果溶液$生理盐水配置%#

使染毒终浓度分别为
"#

)

%##

)

$##

'

F

"

-Z

(对照组培养液中加

入等量的生理盐水*

$61

!

微核测定及统计学方法
!

参照
2P

"

(%8:?%777

行业标准

方法进行微核标本的制备与检测*每例选择胞浆完整的淋巴

细胞计数
%###

个*出现小于主核
%

"

<

#染色与主核一致或略

淡#完全与主核分开的圆形或椭圆形小核的细胞计为
%

个微核

细胞#以千分率$

m

%表示*微核率数据进行
!

$ 检验*

/

!

结
!!

果

乐果染毒浓度
"#

)

%##

)

$##

'

F

"

-Z

实验组的微核率依次

为
<6%9m

)

"6#$m

)

!6!$m

#与对照组$

%6"#m

%比较均明显增

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6#"

或
!

"

#6#%

%#且微核率

随染毒剂量的增大而增高*

'

!

讨
!!

论

微核是染色体畸变在间期核中所表现的一种损伤类型#并

且它在细胞中的出现率与染色体畸变呈正相关+

%

,

*因此#可以

根据细胞质内出现的微核来判断某些物质对染色体损伤的效

应*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体内研究与体外研

究#以不同的指标检测了有机磷农药的遗传毒性作用*汤艳

等+

$

,用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彗星试验检测乐果)甲基对硫磷等杀

虫剂的遗传毒性#结果显示#乐果)甲基对硫磷等杀虫剂可引起

a5>

损伤*洪承皎等+

<?"

,报道有机磷农药接触工人外周血淋

巴细胞彗星细胞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本实验显示#不同剂量的

乐果溶液均可增高体外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表明乐果

对染色体有不同程度的损伤作用#具有遗传毒性效应*众所周

知#遗传物质的改变和致突变)致癌)致畸是紧密相关的#因而

提示残留有机磷农药对人体的潜在遗传毒性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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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转肽酶在恶性肿瘤中的检测分析

钟国梁"云南省大理州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
,

?

谷氨酰转肽酶"

,

?T(

$检测结果升高在判断不同类型肿瘤中的价值&方法
!

收集该院

!8

例浆膜腔积液经脱落细胞学诊断检出癌细胞的病例并统计患者血清中
,

?T(

检测结果&结果
!

恶性腹腔积液患

者中血清
,

?T(

升高较恶性胸腔积液%心包积液显著&结论
!

根据浆膜腔积液脱落细胞学检查诊断为恶性肿瘤的

患者!如
,

?T(

显著升高!结合临床应考虑原发性或转移性肝胆系统肿瘤&

,

?T(

升高不明显者可基本除外肝胆系

统肿瘤而考虑其他腹腔%胸腔脏器肿瘤且癌肿未发生肝胆系统转移&

"关键词#

!,

?

谷氨酰转肽酶'

!

恶性肿瘤'

!

脱落细胞学检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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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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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

?

谷氨酰转肽酶$

,

?T(

%主要来源于肝脏*肝胆系统

发生实质性病变时可使
,

?T(

大量释放入血清中#异常升高的

,

?T(

可以用于肝胆系统实质性病变的诊断*现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8

例浆膜腔积液脱落细胞学诊断检

出癌细胞的病例及其血清
,

?T(

检测结果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8

例浆膜腔积液脱落细胞学诊断检出癌细胞的病例#其中男
<#

例#女
<8

例#年龄
<7

(

:8

岁#平均
"86"

岁*

$6/

!

方法
!

选取
!8

例浆膜腔积液脱落细胞学诊断检出癌细

胞的病例并统计其血清
,

?T(

检测结果作对比分析*

/

!

结
!!

果

!8

例浆膜腔积液脱落细胞学诊断检出癌细胞的病例中恶

性腹腔积液
<#

例#

,

?T(

显著升高的有
%$

例#

,

?T(

平均为

:$9=

"

Z

$参考值为
#

(

"#=

"

Z

%#大于参考值上限的有
%!

例#

,

?T(

平均为
7%6:=

"

Z

*心包积液
$

例
,

?T(

平均为
"!=

"

Z

*

胸腔积液
<8

例#大于参考值上限的有
8

例#

,

?T(

平均为
%9:68

=

"

Z

*

'

!

讨
!!

论

,

?T(

主要分布在肾)肝)胰等实质性脏器#肾脏病变时血

清中
,

?T(

升高不明显#跟
,

?T(

从尿中排出有关+

%?$

,

*临床上

检测血清中
,

?T(

的含量主要用于肝胆疾病的诊断*文中有

%$

例病例血清中
,

?T(

显著升高#根据脱落细胞学诊断结果#

腹腔积液原因应考虑肝胆系统原发性或转移性肿瘤*有
%!

例

临床考虑为卵巢肿瘤的病例#

,

?T(

大于参考值上限但升高不

明显*结合细胞学检查#诊断为卵巢癌*可见卵巢癌未发生肝

胆系统转移时#患者血清中
,

?T(

升高不明显*

<8

例胸腔积液

及
$

例心包积液患者中#共有
%#

例
,

?T(

升高不明显说明肿

瘤原发于胸腔脏器*据此#

,

?T(

在恶性肿瘤伴浆膜腔积液患

者中的诊断价值为!根据浆膜腔积液脱落细胞学检查诊断为恶

性肿瘤的患者#如
,

?T(

显著升高#结合临床应考虑原发性或

转移性肝胆系统肿瘤*

,

?T(

升高不明显者可基本除外肝胆系

统肿瘤而考虑其他腹腔)胸腔脏器肿瘤且癌肿未发生肝胆系统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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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孕妇钙营养状态!进而指导孕妇科学补钙&方法
!

对
%8%

例孕妇血液标本采用斑点亲和

渗滤试验检测骨源性碱性磷酸酶"

S>Z[

$&结果
!

%8%

例孕妇中有
<7

例
S>Z[

活性增高!总异常率为
$%6";

&

S>Z[

含量增高与低钙症状出现关系密切&结论
!

该方法简便!适合围生期孕妇钙营养监测&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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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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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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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是构成人体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且在维持人体循

环)呼吸)神经)内分泌)消化)血液)肌肉)骨骼)泌尿)免疫等各

系统正常生理功能中起重要调节作用*维持人体所有细胞的

正常生理状态#都要依赖钙的存在*钙代谢平衡对于维持生命

和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孕产妇钙营养不良者#所生的新

生儿佝偻病的发生率是健康孕妇的
"

倍#因此孕妇补钙应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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