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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患者
O

反应蛋白动态监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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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
O

反应蛋白"

OWV

#动态监测在评估外科手术患者术后感染中的价值$方法
!

检测

8Q

例外科手术患者术前'术后
"

'

,

'

$

'

8

'

""6

的血清
OWV

水平!并以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结果
!

手术组在

术前血清
OWV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与术前相比!手术组在术后
"6OWV

明显

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

8Q

例手术患者术后有
.2

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感染!未感染组在术后
,6OWV

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缓慢下降%在术后
""6

基本降至术前水平$与末感染组相比!并发感染组在术后
,6

血清
OWV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在术后第
2

天!

OWV

升高至峰值!此后开始下降%在术后第
$

天!

OWV

仍高

于未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在术后
""6

基本降至术前水平$结论
!

血清
OWV

动态监测可用于评

估外科手术患者术后是否并发感染!对患者术后病情观察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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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反应蛋白$

OWV

%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健康人血清中其

含量很低#当感染,组织损伤和手术后#其血清浓度显著升高#

在炎性反应开始后
3

#

".>

即可检测到+手术后如无并发症

可在
.

#

,6

下降直至正常#如手术后并发感染#则长时间不下

降#可以作为外科手术患者病情动态观察的生物学标志)

"

*

+本

研究动态监测了
8Q

例外科手术患者手术前,后血清
OWV

水平

的动态变化#以期探讨其在外科手术患者术后病情动态观察的

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手术

患者共
8Q

例#男
2,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8-,]Q-Q

%岁#其

中普外科手术病例
,"

例#胸外科手术病例
"$

例#脑外科手术

病例
""

例#骨科手术病例
.#

例#妇科手术病例
"8

例(术前均

排除感染性疾病及免疫系统等疾病+健康对照组为本院健康

体检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3

例#年龄平均$

!$-3]

""-,

%岁+

$-/

!

检测方法
!

抽取外科手术患者及健康对照组空腹静脉血

,01

#待血液凝固后离心分离血清#使用美国
&?DL05/+O:<A;?@

公司
PKK)ZYQ##

型特种蛋白分析仪检测血清
OWV

#检测原

理为免疫比浊法+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IVII""-#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

检验#

5

$

#-#2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健康对照组与外科手术患者手术前,后血清
OWV

水平比

较见表
"

+外科手术组术前由于炎性反应,肿瘤等原发病因存

在#其血清
OWV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5

$

#-#2

%+外科手术组在术后
"6

#由于手术创伤#炎性反应

介质释放#使血清
OWV

明显增高#与手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5

$

#-#2

%+

8Q

例外科手术患者在术后有
.2

例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感染#作者动态观察了术后并发感染组与术后未感

染组血清
OWV

水平的变化#见图
"

+由图
"

可以看出#未感染

组在术后第
,

天血清
OWV

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缓慢下降#在术

后第
""

天#基本降至术前水平+而并发感染组在术后第
,

天

血清
OWV

明显升高#与未感染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在术后第
2

天#

OWV

升高至峰值#此后开始下降(在

术后第
$

天#

OWV

仍高于未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在术后
""6

#基本降至术前水平#感染得到控制+

表
"

!

健康对照组与手术组术前(术后
OWV

!!!

结果比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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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OWV

健康对照组
!# ,-2"]"-!,

外科手术组
!

术前
8Q "#-8Q].-#2

5

!!!!!!

术后
!

"6 8Q .!-!3]$-",

5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5

5

$

#-#2

+

!!

注!与未感染组比较#

5

5

$

#-#2

+

图
"

!

手术组术后并发感染组与未感染组血清
OWV

动态变化

'

!

讨
!!

论

OWV

主要由肝细胞在白细胞介素
3

,白细胞介素
"

,肿瘤

坏死因子
'

刺激下合成产生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通过经典途

径激活补体系统产生大量终末蛋白及复合物+在炎性反应疾

病,组织损伤,恶性肿瘤,手术创伤等情况下数小时内迅速升

高#其升高幅度与感染的程度呈正相关#病变消退后立即下降

至正常)

.

*

+因此#

OWV

被认为是人体急性炎性反应最主要,最

敏感的标志物之一+

急性炎性反应发生时
OWV

每天合成约
"

*

#在感染发生后

3

#

Q>

开始升高#

.!

#

!Q>

达到高峰#可比正常值高出几百

倍#升高的幅度与感染的程度呈正相关#在疾病治愈后#其含量

急速下降#

"

周内可恢复正常+病毒感染时
OWV

不增高或轻

度增高(外科损伤患者血中
OWV

水平
Q

#

"#>

可增加
"#

倍(

一般新生儿血清
OWV

$

.0

*

"

1

#大于此值即与细菌感染的严

重程度有关+儿童和成人
OWV

小于或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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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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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提示局灶性或浅表性感染#大于或等于
"##0

*

"

1

提示败血症或侵袭性感染等+临床上
OWV

一般作为鉴别细菌

或病毒感染的首选指标#用于自身免疫性及感染性疾病的诊断

与监测以及抗生素疗效观察等+此外#

OWV

还与糖尿病,高血

压,风湿性疾病以及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存在密切

关系)

,+2

*

+

本研究旨在探讨
OWV

在外科术后感染中的早期诊断价

值#研究发现#外科手术组术前由于炎性反应,肿瘤等原发病因

存在#其血清
OWV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5

$

#-#2

%+外科手术组在术后第
"

天#由于手术创伤#炎

性反应介质释放#使血清
OWV

明显增高#与手术前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5

$

#-#2

%+

8Q

例外科手术患者在术后有
.2

例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感染#未感染组在术后第
,

天血清
OWV

达

到峰值#此后开始缓慢下降(术后第
""

天#基本降至术前水平+

而并发感染组在术后第
,

天血清
OWV

明显升高#与未感染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在术后第
2

天#

OWV

升高

至峰值#此后开始下降(在术后第
$

天#

OWV

仍高于未感染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在术后第
""

天#基本降至术前

水平#提示感染得到控制+作者认为对术后第
,

天血清
OWV

水平仍不下降或缓慢上升者#应考虑出现感染的可能#可提示

临床医护人员发现感染灶并及时处理+故外科手术前后动态

测定血清
OWV

对预测术后感染的发生和及时处理有较高的临

床意义#对患者术后病情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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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8Q.

例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鉴定和耐药性分析

罗世永"

!苏国生.

)

!劳炳焕,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2,3"##

%

.-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
!

2,##.,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红十字会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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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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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合浦县妇幼保健院泌尿生殖道解脲支原体"

4<

#和人型支原体"

K>

#感染及对
".

种抗菌

药物的耐药性!为临床治疗支原体感染用药提供参考依据!有效控制支原体的感染$方法
!

采用珠海浪峰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生产的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一体化的试剂盒!对
!#"2

例疑诊患者进行
4<

和
K>

检测$结果
!

从
!#"2

例标本中检测出支原体阳性标本
"8Q.

例!男
."#

例"

"#-28X

#!女
"$$.

例"

Q8-!"X

#!其中单纯
4<

感染
"!2"

例

"

,3-"!X

#!单纯
K>

感染
!2

例"

"-".X

#!

4<

和
K>

混合感染
!Q3

例"

".-##X

#$单纯
4<

感染对甲砜霉素'交沙霉

素'罗红霉素的耐药率较低依次为
$-"8X

'

"!-$QX

'

"2-".X

%单纯
K>

感染对甲砜霉素'克拉霉素'强力霉素的耐药

率依次为
Q-##X

'

"!-##X

'

"Q-##X

%而
4<

和
K>

混合感染者耐药情况十分严重!其中红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率最

高!分别为
8#-38X

和
Q!-."X

$结论
!

支原体感染及耐药性呈上升趋势!要加强支原体药敏检测!根据药敏试验结

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高疗效!有效控制支原体的感染!达到防止耐药菌株增加!彻底治愈之目的$

"关键词#

!

解脲支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药物敏感试验%

!

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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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是一种细胞大小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能在人工培

养基上生长#可引起人类泌尿道感染非菌性尿道炎或宫颈炎的

最小微生物#还可以引起子宫颈炎,慢性前列腺炎,输卵管炎,

自然流产等+近年来支原体感染与不孕症的关系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其中主要是解脲支原体$

4<

%#为了解本院支原体

感染及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情况#作者统计了本院
.##8

年

"

月至
.#""

年
".

月检出的
"8Q.

例支原体阳性标本及其药敏

情况#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现将结果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8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皮

肤性病科,泌尿外科#妇产科等就诊疑似非淋菌性尿道炎,宫颈

炎及不孕不育症等患者
!#"2

例#其中男
!$2

例#女
,2!#

例#

年龄
..

#

3Q

岁#平均
,.-2

岁+

$-/

!

标本采集
!

在治疗前采集标本#应在
,#0B/

之内尽快接

种#最好在床边采集接种+男性用男性尿道拭子取尿道内口

.-#

#

.-2D0

处柱状上皮细胞停留约
"#(

#旋转取出或中段尿

沉渣$中段尿
"#01

#

.###@

"

0B/

离心
"#0B/

%+女性取宫颈

管内口
"

#

.D0

处的单层柱状上皮细胞#停留约
"#(

#旋转取

出$取样拭子不可碰阴道壁#尿液不推荐%#将标本立即送检+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生产电热恒温

培养箱+型号
%%-&""+2##

#功率
3##i

+试剂采用珠海浪峰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支原体培养
!

鉴定
!

药敏一体化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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