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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急性胆源性胰腺炎"

13W

#患者血浆内皮素"

28

#浓度的变化与其发病机制的关系$方法

采用放免法测定
13W

患者'胆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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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及健康人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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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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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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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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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轻型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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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血浆
28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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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测定
13W

患者血浆
28

水平对临床诊断和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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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炎发病例数的
6"-

,

#

-

)内皮素$

=;L9>A=E:;

#

28

%是迄今所发

现的体内作用最强*持续作用最持久的缩血管物质#其参与组

织器官缺血缺氧及再灌注损伤等病理过程#它引起明显而持久

的血管效应#减少组织器官血液灌注#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障

碍甚至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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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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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症状及体征*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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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述待测标本#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试剂盒由北京北方生

物技术研究所提供#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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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机制!结石向胆管下端移动#造成壶腹黏膜损伤水肿引

起胆管感染#胆汁胰液排泄不畅#胰腺内压增加致胰腺腺泡破

裂#胆汁和胰液渗入胰腺间质#导致胰酶的异位激活#产生自我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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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病情加重而升高明显#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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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释放#使

得胰腺小动脉持续痉挛#胰腺供血不足#造成缺血*缺氧#使毛

细血管通透性增加#渗漏增加#使血液浓缩#血黏度增高#血黏

度增高或缺血又可使血管内皮细胞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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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且胰腺

组织血循环障碍的严重程度与其受损程度一致#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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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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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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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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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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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测定可作为判断病情程

度的指标之一#临床除常规治疗外选用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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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核心抗原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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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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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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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检测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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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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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检测的意义$方法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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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及
U(Q/1I

试剂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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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自手

术前筛查的血清样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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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丙型肝炎或疑似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样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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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U(Q/1I

检测!阳性者用

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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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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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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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术前筛查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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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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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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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能够明显提高丙型肝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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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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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丙型肝炎标志物包括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

U(Q/C1

?

%

和抗体$

U(Q/1I

%及
U(Q/.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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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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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按说明书上的方法操作#阳性结果经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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