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态学有较为丰富的基本知识#但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一

是标本的采集送检#门诊患者标本是当天采集新鲜血液完成血

液分析仪检测和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查+住院患者标本的血

液分析仪检测为当天采集的新鲜血#但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查

有
$

份是放置时间超过
19*

的标本#有
&

份是早晨采集下午

送检的标本#放置时间过长的标本可能造成
\(!

的退行性变

及
.5<

的聚集#影响镜下对细胞的正确认识#原因分别为护士

的疏忽未将标本及时送检#细胞形态学检查人员未及时向临床

反馈不合格标本情况+二是部分临床医生检查申请单所填信

息过于简单#不能给外周血形态学检查者提供相关患者信息资

料#通过实验室信息系统和医院信息系统之间的有效信息接通

对于加强检查者和临床之间的沟通是一条有效途径#也是外周

血形态学检查质量的重要保证+姜傥等)

:

*提出的血液分析的

链式管理对0血液分析1各项活动,各环节,各过程实施链式管

理#是一条有效提高0血液分析1检验质量,最大限度满足临床

需求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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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治疗前后实验室结果观察

陈赞兵"湖北省黄梅县妇幼保健院
!

1#&&''

%

!!

"摘要#

!

目的
!

分析婴儿巨细胞病毒"

!WY

%感染治疗前后实验室结果观察状况及临床治疗&方法
!

选取

$''9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黄梅县妇幼保健院进行治疗的
:$

例
!WY

感染小儿患者!首先对其进行酶免疫斑

点技术诊断!然后分析其临床特点!并采用丙氧鸟苷进行治疗并分析结果&结果
!

实验结果显示!

:$

例小儿患者

中!

&'

例完全康复!

"'

例有所好转!

$

例死亡!疗程
&

"

&:>

&结论
!

支气管肺炎'高胆红素血症和中枢神经系统损

害是婴儿
!WY

感染的主要因素!而治疗婴儿
!WY

感染的药物中丙氧鸟苷相对较好&

"关键词#

!

婴儿$

!

巨细胞感染$

!

治疗显示$

!

实验室观察$

!

丙氧鸟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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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87

为支气管肺炎#

&"%'87

为高胆红素血症#

$&%6$7

为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对
:$

例小儿患者均采用丙氧鸟苷治疗方法#疗程为
$'

"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1&&

"

$'"$

%

"',"$:#,'$

!!

围生期感染中很重要的一个病原体就是巨细胞病毒

$

!WY

&#据有关数据显示#

!WY

的发生率在围生儿中占
"7

"

#7

)

"

*

#这种病毒感染有典型临床症状的比例约占
&7

#其病死

率极高#而且幸存下来的婴儿通常也会并发一些永久性后遗

症+另外还有同等比例的婴儿为不典型性感染#其余表现为无

症状#而这些无症状的小儿患者在晚期也会出现诸如运动障

碍,智力低下,耳聋等症状+因此婴儿
!WY

感染越来越得到

医学界的大力关注+本文选取
$''9

年
""

月至
$'""

年
""

月

来本院治疗的
:$

例婴儿
!WY

感染患者进行临床观察记录及

实验室数据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至

"$

岁#平均
:

个月+临床诊断中有
8

例支气管炎#其中
1

例有

发热症状#

1

例口吐泡沫#咳嗽
8

例#

"

例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h

线片
:

例斑点状#

&

例肺气肿+

"6

例高胆红素血症#其中
:

例

间接胆红素增高#

""

例为单纯高胆红素血症+

$

例粪便颜色呈

灰白色#

"

例皮肤出血点,骨髓巨核细胞发育不良+

&

例中枢神

经系统损害#其中智力障碍者
$

例#瘫患者
#

例+

$%/

!

治疗方法
!

在确定患者症状之后#在治疗之外用丙氧鸟

苷注射法#静脉注射每天
$

次$严重者可
#

次&#每次剂量控制

在
&4

/

"

c

/

左右)

$

*

#在
6

"

"1>

之后#如病情得到控制#则每天

注射一次#

"1

"

$">

后#如病情没有缓解或者加重者#需将治疗

时间延长到
1$

"

&:>

#同时对肝,肾等功能进行定期检查+

/

!

结
!!

果

本组测试中#有
&'

例患者痊愈#

"'

例好转#

$

例死亡+疗

程
&

"

&:>

+用药过程中
:%67

的患儿出现恶心,腹痛等症状#

在对其进行治疗之后病情出现好转+实验室结果观察显示#采

用丙氧鸟苷注射后#患者基本恢复正常#治疗前,后自身症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

+

表
"

!

:$

例
!WY

患儿治疗前*后实验结果观察(

,

&

7

')

项目 治疗前$

,a:$

& 治疗后$

,a:'

&

转氨酶大于
:'e

"

5 9

$

#9%8

&

"

'

$

'%'

&

直接胆红素大于
#1

!

4=A

"

5 "9

$

"''%'

&

"

"

$

#%8

&

血清总胆红素大于
$:'

!

4=A

"

5 9

$

#:%6

&

"

'

$

'%'

&

血红蛋白小于
"#'

/

"

5 6

$

#9%6

&

"

$

$

8%"

&

球蛋白小于
"&

/

"

5 "1

$

68%6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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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例
!WY

患儿治疗前*后实验结果观察(

,

&

7

')

项目 治疗前$

,a:$

& 治疗后$

,a:'

&

!WY,VZ)

$

b

&

6

$

#6%8

&

"

'

$

'%'

&

!WY,P

/

X

$

b

&

$

$

""%$

&

"

"

$

#%:

&

!WY,P

/

W

$

b

&

"&

$

9#%$

&

"

'

$

'%'

&

!!

注!与治疗后比较#

"

G

$

'%'&

%$

b

&表示阳性+

'

!

讨
!!

论

!WY

感染主要集中与围生期感染#这一感染可能与母乳

等有关#通过母体病毒进行传播感染#一般围生期
!WY

感染

主要通过乳汁,产道,血液制品等进行直接传递+围生期
!WY

患者主要症状有!早产,听力运动障碍,脑瘫,癫痫,肝功能异常

等现象)

#

*

+

!WY

患者中#中枢系统损害患者通常会伴有一些

脑瘫,智力低等后遗症)

1

*

+在临床中#需要注意
:

个月以内的

婴儿一般是
!WY

的高发群体#其损害特征与婴儿的年龄有一

定的关系#较大一些的婴儿主要体现为脑损害#较小的新生婴

儿$

$

"

#

个月&表现为高胆红素血症#而
"

"

$

个月的婴儿多出

现支气管肺炎症状+从病理学角度讲#婴儿
!WY

感染常与一

些感染病有相似的表现#比如风疹病毒,衣原体感染等#可以从

这些感染中归纳应对婴儿
!WY

感染的有效方法#经临床观察

与试验数据分析得出#丙氧鸟苷治疗
!WY

有比较好的效果+

目前关于
!WY

感染的有效治疗方法还不确定#国内外医

学界试图采用的方法包括静脉用免疫球蛋白,

!WY

特异性免

疫球蛋白,无环鸟苷等方法#但收效甚微+丙氧鸟苷$更昔洛

韦&是新开发的治疗细胞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目前临床效

果较好#对
!WY

的抗病毒性显示较强的活性#是现有的抗病

毒药品中活性最强的药物之一+同时丙氧鸟苷还可以有效抑

制
!WY

诱导的细胞凋亡#可以在细胞内持续数天#有效发挥

其抗病毒的效用+因此证明丙氧鸟苷对治疗小儿
!WY

感染

具有很好的疗效#应作为治疗小儿
!WY

感染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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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引起血小板计数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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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血红蛋白
Q

病患者血小板假性增高的情况&方法
!

分别用血细胞

分析仪和人工方法对
$'

例健康者和
8

例血红蛋白
Q

病患者进行血小板计数&结果
!

健康者血小板两种方法计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血红蛋白
Q

病患者血小板两种方法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结论
!

血

细胞分析仪测定血红蛋白
Q

病各参数检测结果符合该仪器的技术要求!适合一般的检测技术人员使用&

"关键词#

!

血细胞分析仪$

!

血红蛋白
Q

病$

!

血小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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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法是目前临床诊断工作中最常用的实

验方法之一#特别是全自动血液处理及分析系统不但提高了实

验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多项检测参

数#对各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血

细胞分析仪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准确无误#它在细胞计数时也会

引起误差+据报道#当红细胞形态和大小异常会导致血小板计

数假性升高)

",$

*

+作者曾对
8

例血红蛋白
Q

病$经广州金域医

学检验中心进行血红蛋白电泳后确诊&患者和
$'

例健康者分

别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小板,红细胞各项参数测定#并与直

接血小板计数的结果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样本
!

健康献血者
$'

例和
8

例血红蛋白
Q

病患者#抽

静脉血
"45

#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

$%/

!

仪器
!

O

D

+4?N

多项目自动血细胞计数仪
]h,$"

+

$%'

!

试剂
!

仪器测定试剂全套原装#手工测定试剂参照.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提供的方法配制+

$%1

!

方法
!

分别用血细胞分析仪对
$'

例健康者和
8

例血红

蛋白
Q

病患者进行血小板,红细胞各项参数测定#同时用人工

方法进行血小板计数+

/

!

结
!!

果

/%$

!

血小板两种方法计数结果
!

见表
"

+

表
"

!

血小板两种方法计数结果&

"̀'

8

+

5

'

组别
,

仪器测定 人工测定
G

健康组
$' $"&%$f:%1 $"#%#f$&%"

%

'%'&

血红蛋白
Q

病组
8 $"&%$f:%1 $"#%#f$&%"

$

'%'"

/%/

!

红细胞各项参数测定结果
!

见表
$

+

表
$

!

红细胞各项参数测定结果

组别
,

红细胞平均

体积$

I5

&

平均血红蛋白

含量$

B/

&

红细胞分布

宽度$

I5

&

健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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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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