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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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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较恶性胸腔积液%心包积液显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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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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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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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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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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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不明显者可基本除外肝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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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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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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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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居民中一部分

人存在钙营养不良问题#孕妇更加明显#孕妇缺钙会影响母子

二人的身心健康*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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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母体需要大量钙来保证胎儿正常发育#孕

产妇钙营养不良者#所生新生儿佝偻病的发生率是正常孕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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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因此定期监测孕妇营养状况#是孕期保健中的重要一环*

当人体缺钙时#血钙下降#并会累及骨这个钙储备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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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钙摄入的不足#生

成的类骨组织不能转化为骨细胞#成骨细胞反馈性增生活跃#

其合成的
S>Z[

入血造成血中
S>Z[

活性持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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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骨细胞合成的具有催化活性的生物大分子#其

他组织和器官不合成
S>Z[

#为成骨组织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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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也

证明#

S>Z[

活性与钙营养水平有密切的关系#钙缺乏
S>Z[

活性就会增高*不能单纯的用血清钙作评判指标#是因为血清

离子钙仅占人体总钙的
#6%;

#每日波动量很小#即使钙营养

不良#血清离子钙的检测结果也不一定低于下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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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孕妇有低钙症状#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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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清钙含量降低#

但有
$%6";

的
S>Z[

增高#因而作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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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监测#对

围生期孕妇钙营养状态的评价有很大的帮助*定期评价孕妇

钙营养状态#能指导孕妇科学补钙*由于
S>Z[

活性监测的

方法简便)实用#结果可靠#其灵敏度优于血钙检测#适合在基

层医院及社区保健院开展#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

%

, 吴希如#李万镇
6

临床儿科学+

U

,

6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6

+

$

, 张美和
6

检验与临床诊断!儿科学分册+

U

,

6

北京!人民军

医出版社#

$##!

!

%876

+

<

, 叶应妩#王毓三#申子瑜
6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U

,

6<

版
6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

!

9%<6

+

9

, 刘晶
6

太原市迎泽区
$""

例孕妇骨源性碱性磷酸酶检测

结果分析+

b

,

6

中国妇幼保健#

$#%#

#

$"

$

<!

%!

"<8!?"<8:6

+

"

, 高颖娜#吴南#关兴丽#等
6

孕妇血清中钙)磷)碱性磷酸酶

与全血骨碱性磷酸酶检测结果分析+

b

,

6

中国优生与遗传

杂志#

$##7

#

%:

$

$

%!

"8?"76

$收稿日期!

$#%%?#7?%%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Z/KUDI+HAB

!

U/J0G$#%$

!

&,H67

!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