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

是一种
UR+

病毒#属嗜肝
UR+

病毒科#在体外抵

抗力很强#紫外线照射#加热
/#Y.<

及一般浓度的化学消毒

剂$如苯酚-硫柳汞等%均不能使之灭活)需
/#Y

持续加热
"#

<

#煮沸
"##Y ,#H>A

#高压蒸汽
",, Y "#H>A

或过氧乙酸

$

#1!2

%

%1!H>A

以上灭活*

.

+

)

[̂Q

主要通过输血及血液制品-使用污染的注射器或针

刺等-母婴垂直传播-生活上的密切接触及性接触传播)

乙肝是当前我国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传染病#我国人群

[̂B+

@

携带率约
"#2

#其中北方各省较低#西南方各省较高#

农村高于城市*

!

+

)本文中
[̂B+

@

阳性率为
-2

#远远低于文

献报道#可能由于近年国家加强对传染病预防的宣传力度增

强#人们对此病的重视#加强预防的原因)并且有免疫力者达

到了
$/2

#加之近郊妇女生育年龄普遍比城市提前#这类人群

还没进入社会#避免了很多感染机会)

保护婴儿以切断母婴传播是预防重点#对
[̂B+

@

阳性尤

以
[̂6+

@

亦呈阳性的产妇所生婴儿#出生后必须立即注射乙

肝特异免疫球蛋白及$或%乙肝疫苗*

!

+

)

乙肝的诊断方法比较明确#但感染后就很难治愈#重点是

预防#而围生期检查
[̂Q

是降低新生儿感染率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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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者的血清肝酶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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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丽江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1

云南省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
L[

病毒感染者的肝脏损伤情况$方法
!

对
!!

例
L[

病毒
UR+

阳性血清和
!#

例健康体

检者进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

#检测$结果
!

L[

病毒
UR+

阳性者
+N&

均值

为
".-1"(

%

N

!中位数为
..(

%

N

'

+)&

均值为
"%%1!(

%

N

!中位数为
..(

%

N

$健康体检者
+N&

均值为
,#1-(

%

N

!

中位数为
,!1%(

%

N

'

+)&

均值为
"01$(

%

N

!中位数为
,#1!(

%

N

$

L[

病毒
UR+

阳性者血清肝酶
,

项指标均明显

增高!与健康体检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L[

病毒感染者的
+N&

和
+)&

升高!普遍存在肝损

伤!应及早进行相应的检查以明确诊断!以便进行合理治疗$

"关键词#

!

L[

病毒
UR+

'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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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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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病毒是
L

8

B;6>A

和
[?::

于
"0/.

年成功地将
[E:K>;;

非

洲儿童淋巴瘤细胞通过体外悬浮培养而建株#并在建株细胞涂

片中用电镜观察到疱疹病毒颗粒而命名)

L[

病毒是一种嗜人

类淋巴细胞的
UR+

疱疹病毒#是引起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的主要病原体#而且还与多种人类疾病有关#病变可涉及全身

各个系统和器官*

"

+

#人感染后可成为终生潜伏性感染)

L[

病

毒感染是临床的常见病#但国内对患者发病期的肝脏损伤情况

的报道少见#为了解患者发病期的肝脏损伤情况#对来本院就

诊治疗的
L[

病毒阳性患者和健康体检者的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

%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

%进行了检测#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1$

!

标本
!

收集
L[

病毒
UR+

阳性标本
!!

份#检测血清)

所有标本来自住院患者清晨空腹血#采用密闭真空管采集#

$###:

"

H>A

离心分离血清#选用无脂血#无溶血标本#年龄

"#

!

-#

岁#男
$!

例#女
,#

例)健康体检者
!#

例#年龄
,.

!

!0

岁#男
$#

例#女
,#

例#经体格检查及有关检查未发现任何

疾病)

$1/

!

仪器与试剂
!

L[

病毒
UR+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

fg4

*P'

%所用仪器系美国
+[M

公司生产的
+[M%$##

自动荧光
*P'

仪#试剂盒由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提供(

+N&

-

+)&

由奥

林巴斯
,%##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试剂盒由上海中生公司提供#

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规程及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测)

$1'

!

方法
!

L[

病毒
UR+

应用
fg4*P'

#所有实验严格按试

剂说明书进行#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N&

-

+)&

用速率法

按使用说明书及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操作 )

$11

!

统计学方法
!

L[

病毒
UR+

阳性者与健康体检者检测

结果数据呈非正态分布#以均数及中位数描述)以
)*))"%1#

统计软件包的
I>9C575A

秩和检验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L[

病毒
UR+

阳性者与健康体检者的血清肝酶测定结果

见表
"

)检测结果表明#

L[

病毒
UR+

阳性者血清肝酶各项指

标均明显增高#与健康体检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表
"

!

两组血清肝酶测定结果&

(

*

N

'

组别
&

+N&

-

中位数

+)&

-

中位数

L[

病毒
UR+

阳性者
!! ".-1" ..1# "%%1! ..1#

健康体检者
!# ,#1- ,!1% "01$ ,#1!

'

!

讨
!!

论

肝脏是人体重要生物转化器官#当肝脏受到体内外致病因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0

卷第
0

期
!

N?JO6=P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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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Q5910

!

R510



素侵袭时#可引起肝细胞的功能性和器质性病变#反应肝细胞

损伤的常用酶为
+N&

和
+)&

)只要
"2

的肝细胞坏死#即可

使血清中酶活性增高
"

倍#任何原因引起的肝细胞损伤均可导

致
+N&

增高(

+)&

在心肌中含量最高#其次为肝脏#它有两种

同工酶
+)&H

和
+)&B

)正常血清中主要为
+)&B

)当大块肝

组织细胞坏死时#线粒体中的
+)&H

释放出来#血清中
+)&

也可明显升高)

L[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包括
L[

病毒侵袭性疾病和免疫反

应性疾病*

,

+

)文献*

$

+报道
L[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可累及全身

各系统#导致心肌炎-肝炎-过敏性紫癜-肾小球肾炎-血小板减

少性疾病-淋巴瘤-噬血细胞综合征等#临床表现复杂#因此容

易造成误诊#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4/

+

)故应及时做相

应的实验室检查#并进行综合分析#以明确诊断#采取实效治

疗#有助遏止该病的病情进展#并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L[

病毒感染导致肝损害#原因可能是
&

淋巴细胞活化致

[

淋巴细胞增殖#单核
4

巨噬细胞系统急性增生造成肝内单核

细胞浸润-局灶性坏死-星形细胞增生所引起)本研究通过对

L[

病毒
UR+

阳性者和健康体检者的比较#发现
L[

病毒

UR+

阳性者普遍有较明显的肝脏损伤情况#

+N&

均值为

".-1"(

"

N

#中位数为
..(

"

N

(

+)&

均值为
"%%1!(

"

N

#中位数

为
..(

"

N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国内对

于
L[

病毒感染者发病期的肝脏损伤情况的报道相对较少#本

研究结果对于
L[

病毒感染者的肝损伤情况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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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微量清蛋白测定对于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应用分析

欧阳文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思明分院检验科!福建厦门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尿微量清蛋白测定对于高血压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比较
"##

例健康人群与高血压患

者进行尿微量清蛋白检查测试$结果
!

"##

例健康人群与高血压患者尿微量清蛋白对比有明显不同'高血压患者

尿微量清蛋白检出阳性率为
!-1#2

!健康人群组为
#1#2

$结论
!

高血压患者应当定期进行尿微量清蛋白检测$

"关键词#

!

高血压'

!

尿微量清蛋白'

!

定期检测'

!

对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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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尿微量清蛋白检测对于高血压患者的临床应用

价值#本文选择了健康人群和高血压患者各
"##

例进行尿微量

清蛋白检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高血压患者
"##

例#选自本院门诊及住院患

者#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1!

岁#病程

$

!

.#

年)健康人群
"##

例#男
.-

例#女
!,

例#为健康体检人

群#均排除高血压-糖尿病及其他和肾病有关的病史#年龄
,!

!

/!

岁#平均
!#1/

岁)

$1/

!

检测方法
!

本方法采取随机尿标本#空腹
",<

后#取晨

尿离心取上清液#尿样
,

!

-Y

可储存
".=

#检测前置标本于

室温
"-

!

,!Y

#试剂采用芬兰
e:>5AU>?

@

A5B;>C?e

G

公司的尿

微量清蛋白试剂盒$免疫比浊法%#仪器采用日立
%"-#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并按说明书和.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

+严格操

作)阳性判断!在过去
$

!

/

个月期间#

$

份标本中至少有
,

份

是阳性方可诊断为微量清蛋白尿)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1#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

采用
-c>

表示计量资料#用方差分析进行两组间比较)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高血压患者尿微量清蛋白含量升高$大于
,#H

@

"

N

且小

于
,##H

@

"

N

%

!-

例$

!-1#2

%)高血压患者尿微量清蛋白

$

%#1/c/-1$

%

H

@

"

N

#健 康 人 群 尿 微 量 清 蛋 白 $

01/c

/1-

%

H

@

"

N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讨
!!

论

清蛋白是一种在血浆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在正常情况下

清蛋白在肾小球中含量占血浆中清蛋白排出量的
$#

!

.#

倍#

肾小管可以吸收大多数的清蛋白)正常情况下每升蛋白尿不

会超过
,#H

@

)尿微量清蛋白排出量受人的体位-运动-血压-

蛋白摄入量的影响#发热-精神紧张可使尿微量清蛋白分泌增

加#某些药物可通过生物学影响使尿排出尿微量清蛋白增加)

肾病是高血压最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在患者尚未出现

尿蛋白之前对其进行早期诊断和采取有效地治疗与监控#可以

有效地预防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高血压肾病发展到

临床高血压肾病期时#尿蛋白定性呈持续阳性#此时对肾脏已

经产生了很大的损伤*

,4.

+

)目前#肾损伤诊断多以尿素氮-肌

酐-尿蛋白作为检测指标#但这些指标难以发现早期肾损伤#这

种潜在的肾损伤难以早期发现#往往错过早期治疗时机)由于

微量清蛋白尿可提示早期肾病#因此高血压患者应当定期进行

尿微量清蛋白的检测)微量清蛋白尿的即时检测是十分重要

的#因为早期的干预治疗可停止甚至逆转肾病的进程)由于糖

尿病患者也可发生微量清蛋白尿#且高血压与糖尿病并发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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