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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结果与分析

欧阳文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思明分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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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使参检人员认真对待自己的体检结果!同时改善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加强体育锻炼%

方法
!

选择一些
#&&5

!

#&$&

年均有检查!具有普遍意义的主要项目进行对比统计分析%结果
!

血糖$胆固醇$三酰

甘油$低密度脂蛋白和尿酸超出正常值人群的比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尿酸升高的比率明显加快%有部分体

检人员的项目连续
%

年均升高!甚至是异常结果逐年加重%结论
!

体检医生要及时提醒参检对象进行必要的医学

干预!不能让这些异常的参检对象任其发展!最终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

"关键词#

!

冠心病'

!

高血压'

!

脂肪肝'

!

糖尿病'

!

体格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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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5

年开始#厦门市社保局每年从每位职工医疗保险

费用中划拨
"&&

元用于当年度的健康体检#本科室根据有关部

门的安排#参与了思明区
#&&5

!

#&$&

年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体

检任务#经统计分析#现将体检结果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对象
!

根据思明区政府提供的名单#

#&&5

!

#&$&

年该区

所有在职职工中#剔除其中退休,退职和新入职员工#应该参检

人员共
$"53

例#其中男
55%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627

岁)

其中
#&&5

年体检人员是
$%#&

例#参检率为
55254

(

#&&6

年体

检人员是
$$%&

例#参检率为
3!2&4

(

#&$&

年体检人员是
$%$7

例#参检率为
552"4

(

%

年均未参体检的有
$#7

例#未检率为

52"4

)

$2/

!

方法
!

体检当日采血均要求空腹
$#?

以上#及时分离血

浆#各项测定均要求严格按标准作业程序文件操作#做好室内

和室间质控)所用仪器为日立
3$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希森

美康
Xe#$

血细胞分析仪,泰利特
7&&

尿液分析仪等)同时根

据
#&&5

年和
#&&6

年体检结果#有针对性对部分体检对象#在

#&$&

年领取申请单时进行了必要的问卷调查)

$2'

!

判断标准
!

标准参照有关文件-

$

.和本科室的标准作业程

序文件#判为异常的标准为!血糖大于
!2$$==8E

"

N

#胆固醇大

于
72$3==8E

"

N

#三酰甘油大于
#2%&==8E

"

N

#低密度脂蛋白

大于
"2$"==8E

"

N

#尿酸大于
"#&

'

=8E

"

N

)

$21

!

统计学处理
!

由于本院从
#&&"

年开始就已经运行了医

院管理系统$

'+O

%,检验信息管理系统$

N+O

%和体检管理系统#

所以对每一个体检人员都做到了唯一识别性#排除了同名同姓

混淆体检结果的情况#所有参检人员信息和检验结果均输入电

脑#由软件自带的统计模块分析)

/

!

结
!!

果

由于每年体现项目均有不同的调整#同时检验项目有数十

项之多#无法一一统计分析#因此选择了一些
%

年均有检查#具

有普遍意义的主要项目进行对比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

)

/2$

!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7

项全阴的体检人员中有
#$$

例连

续
%

年都为阴性#

#&&5

年
7

项全阴#而
#&&6

年乙型肝炎表面

抗体转为阳性的有
37

例#

#&$&

年乙型肝炎表面抗体转为阳性

的有
56

例)根据回收的调查表统计#这部分表面抗体阳转者

中有
6&4

$

$"3

"

$!"

%有接受乙型肝炎疫苗的被动免疫接种#另

$&4

$

$3

"

$!"

%未接受免疫接种)

/2/

!

血糖,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和尿酸超出正常

值人群的比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尿酸升高的比率明显

加快)

/2'

!

胆固醇,三酰甘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
0

谷酰转肽酶等

指标均增加也有相当部分比例#

#&&5

年为
37

例$

72!54

%#

#&&6

年为
!$

例$

72"&4

%#

#&$&

年
5%

例$

32#"4

%#对照
(

超结

果#这部分体检对象绝大部分是脂肪肝)

表
$

!

思明区
#&&5

!

#&$&

年主要体检结果分析'

*

%

4

&(

项目
#&&5

年

$

$%#&

例%

#&&6

年

$

$$%&

例%

#&$&

年

$

$%$7

例%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
$#7

$

62"3

%

6"

$

52%#

%

$#7

$

627$

%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7

项全阴
"7#

$

%"2#&

%

%"5

$

%&25&

%

%$$

$

#%23&

%

血糖升高
""

$

%2%%

%

"#

$

%23#

%

33

$

7257

%

胆固醇升高
$&#

$

323%

%

$&&

$

5257

%

$%$

$

$&2&&

%

三酰甘油升高
6!

$

32#3

%

5%

$

32%7

%

$#"

$

62"%

%

低密度脂蛋白升高
"#

$

%2$5

%

%5

$

%2%!

%

"5

$

%2!7

%

尿酸升高
##$

$

$!23

%

#"!

$

#$25&

%

"$"

$

%$27&

%

/21

!

有部分体检人员的项目
#&&5

!

#&$&

年均升高#甚至是异

常结果逐年加重#其中血糖连续
%

年都增加者有
%5

例#胆固醇

有
37

例#三酰甘油有
3$

例#低密度脂蛋白有
#5

例#而尿酸更

高#达
$!5

例)根据回收的调查表统计#其中只有
#74

的对象

承认有加强体育锻炼,生活饮食方面的改变以及必要的药物控

制#但效果不好)另有
!&4

的对象则未采取任何干预措施)

/22

!

#&&5

!

#&$&

年共计体检了
"#7&

份尿液标本#但完全正

常的还不到
3&4

#尤其是女性标本#完全正常为
!&4

#异常结

果主要是检出白细胞和红细胞#对照临床表现及其他体检结果

$如白带常规和液基细胞学等检查%#主要原因是尿路感染或妇

科炎症#其中也有部分标本污染)

/2)

!

还有少数患者也要引起重视#其中有
"

例贫血#

%

例表面

抗原阴性转为阳性#

#

例尿素和肌酐增高#其中
$

例的肌酐值

是逐年增加)

#&&5

年和
#&&6

年分别检出
$

例恶性肿瘤)

'

!

讨
!!

论

'2$

!

对检查的结果应该有针对性的医学干预#如
#&&5

年乙型

肝炎病毒标志物
7

项全阴的比率高达
%"2#4

#但通过
%

年的

乙型肝炎疫苗免疫接种的宣传#表面抗体转阳率明显增加#大

幅减少了潜在的乙型肝炎感染概率)但
#&$&

年仍然还有

#%234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7

项全阴的人群#所以还得对这些

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宣讲#督促其积极主动进行预防接种)

'2/

!

研究表明高尿酸,高血糖及高血脂的0三高1血症#是动脉

粥样硬化,冠心病和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常与肥胖,高血

压,脂肪肝集结出现#是冠心病患者死亡的预警因子#在糖尿病

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17

.

)从本研究结果来

看#这三者升高的比例都较大#特别是尿酸升高呈现明显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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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这一方面与海边地理环境的饮食习惯有关#但更主要

的还是主观因素#从调查表情况分析#有
!&4

左右未进行任何

干预措施#这才是造成此结果的主要原因)所以参检人员应该

对自己体检结果认真对待#同时改善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以及加强体育锻炼)同时体检医生也要及时提醒参检对象进

行必要的医学干预#不能让这些异常的参检对象任其发展#最

终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

'2'

!

由于体检经费的限制#只能提供简单,基础,大众的体检

项目#没办法开放一些高端和费用昂贵的项目#如肿瘤标志物

等指标)如果需要普遍开放#体检费用有相当的缺口#这部分

经费要采取补贴措施来解决#如个人和单位各负担一点)如果

把肿瘤标志物作为每人都必检项目#可以大大提高肿瘤早期发

现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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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脊液细胞形态学特征性检查及

临床应用

杜本丽"云南省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
!

!3$&&&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不同病因和同一病因的不同时期脑脊液细胞形态学的特征性变化及临

床的实际应用%方法
!

为保持细胞形态的完整性!选用
VTS17

微型脑脊液细胞玻片离心沉淀器
7&&

!

3&&;

&

=BC

!

对
#&&"

年以来临床诊断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
%$3!

例临床送检标本各分两份!每份
&27=N

进行沉淀!一份进行

瑞氏细胞染色!一份进行阿利新蓝新型隐球菌染色%结果
!

各类病因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及同一病因的不

同时期脑脊液细胞形态学各有不同的特征性改变%结论
!

通过总结分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不同病因或同一病因

的不同时期脑脊液细胞形态学检查须结合临床找到特征性诊断依据!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

!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

脑脊液'

!

细胞形态'

!

特征性检查'

!

临床应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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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16"77

"

#&$#

#

&31&53#1&#

!!

脑脊液细胞形态学检查是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诊断和鉴

别诊断最直观,最重要的依据)多年来#在从事脑脊液细胞形

态学检查的实际工作中结合临床不断总结一些阶段性,特征性

的检验报告#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符合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诊断标准#诊断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

%$3!

例患者临床送检标本)

$2/

!

实验室方法
!

为保持细胞形态的完整性#选用
VTS17

微型脑脊液细胞玻片离心沉淀器
7&&

!

3&&;

"

=BC

-

$

.

#对诊断为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
%$3!

例临床送检标本各分两份#每份

&27=N

#进行细胞离心沉淀#一份进行瑞氏细胞染色#一份进

行阿利新蓝新型隐球菌染色-

#

.

)以瑞氏染色片显微镜低倍观

察染色效果#高倍计数每微升白细胞总数及分类#并观察有无

细菌及寄生虫)油镜观察收集到的所有细胞#注意有无异常细

胞,幼稚细胞及转移癌细胞等出现)发现有球菌时#再行阿利

新蓝新型隐球菌染色#以新型隐球菌数量大致判断感染程度)

结合临床#查找特征性依据)

/

!

结
!!

果

临床诊断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
%$3!

例临床送检标本

中#分类诊断为乙型脑炎
$&#"

例,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
3$#

例,散发性脑炎
!&5

例,疫苗接种后及感染后脑炎
$7

例,化脓

性脑膜炎
%&&

例,结核性脑膜炎
%&&

例,真菌性脑膜炎
$&&

例,

其他
$$3

例)对不同病因及同一病因的不同时期细胞形态特

征的检查结果进行分类统计-

$

.

#发现各类病因引起的中枢神经

系统感染以及同一病因的不同时期脑脊液细胞形态学各有不

同的特征性改变)

'

!

讨
!!

论

'2$

!

病毒性脑炎

'2$2$

!

乙型脑炎
!

白细胞计数增高#由高到低依次为早期中

性粒细胞
4

#单核细胞
4

#淋巴细胞
4

)治疗
$

周后#中性粒细

胞迅速下降或消失#以淋巴细胞或大淋巴样细胞为主#浆细胞

$4

左右#中性粒细胞比例不如化脓性脑炎高#一般临床症状较

重$抽搐,昏迷%#个别患者较轻#与有关个案报道一致-

%

.

)

'2$2/

!

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
!

中性粒细胞和单核吞噬细胞比

一般病毒性脑炎多#最有特征性的改变是脑脊液中可能出现大

量红细胞及吞噬细胞#这是脑实质出血病灶在脑脊液中的

反映)

'2$2'

!

散发性脑炎
!

发热,头痛#病程
"

!

3@

#发热一退#头痛

即消失)临床恢复快#是一个良性过程)脑脊液细胞形态学改

变大致相同#恢复需
$

个月)

'2$21

!

疫苗接种后及感染后脑炎
!

脑脊液细胞形态学改变同

病毒性脑炎#但浆细胞很高#

74

!

$74

#脑脊液恢复先于临床#

常为
$

个月左右)

'2/

!

细菌性脑炎

'2/2$

!

化脓性脑膜炎
!

$

$

%未经治疗时#脑脊液外观早期可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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