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患者的微血管*大血管及其他并发症)因此国内外权威

学术机构均推荐糖尿病患者应定期检测
UI1#C

)

在
4W4(

与
UW4(

比较过程中#

4W4(

在
!"""

例标本中

有
#!

例不符临床诊断#经
UW4(

方法复测结果均在正常参考

值以下)而
UW4(

方法在检测
%)""

例标本中至今还没发现

有不符临床诊断的结果#该方法自动化程度高*洗脱分辨率也

高(标本采用全血自动进样#避免了标本预稀释带来的误差,

!

-

(

UW4(

法适合批量检测#主要原因洗脱液和溶血剂比较昂贵#

不适合单个操作(全自动仪器维护#故障发生率低)而
4W4(

方法仪器保养需人工维护(对血红蛋白分辨率相对较低#容易

把不能分辨的异常血红蛋白归属到
UI1#C

去#造成假阳性率

增高,

7

-

(仪器管道细#容易堵塞#相比故障率较高(虽然
4W4(

并非检测
UI1#C

的金标法#但其准确性*重复性和
UW4(

一

起通过了
NV0W

$美国糖化血红蛋白标准化项目%的认证#被认

定为是一种可靠的方法)

UW4(

能分辨出
$

条以上的血红蛋

白带$

UI1#L

*

UI1#C

*

UI1#I

*

UI1#@

*

UI]

*

UI1"

%#由于

UW4(

在诊断糖尿病中具有它独特之处#因此被美国糖尿病协

会$

1Z1

%认可为诊断糖尿病的金标准)

4W4(

法类仪器和试

剂价格较低廉#可末梢血和全血操作#可以单个标本检测及时

报告#易于基层医院普及)

UI1#C

#不受偶尔一次血糖升高或降低的影响#能反映糖

尿病患者
!

"

7

个月以内真实的糖代谢状况(同时与糖尿病并

发症尤其是微血管病变关系密切#在糖尿病学上有重要的临床

参考价值,

%

-

)而高*低效液相糖化血红蛋白仪是我国目前较先

进的检测方法#值得临床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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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胺法检测细菌性阴道病及常规检测结果分析

赵新安#

!易书华!

"江苏省太仓市港区医院(

#,

检验科&

!,

妇产科
!

!#)%7%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多胺法检测细菌性阴道病"

3Q

#及常规检测结果分析$方法
!

!"##

年
#

"

)

月来太仓市港

区医院妇产科就诊的育龄妇女
6%*

例!标本采用细菌性阴道病检测试剂盒"多胺法#液进行
3Q

检测!并对
3Q

阳性

和阴性者进行滴虫'真菌检测对比$结果
!

妇产科就诊的育龄妇女
6%*

例!

3Q

阳性率
!),$$-

!滴虫阳性率

7,7%-

!真菌阳性率
),"*-

$结论
!

3Q

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之一!对育龄妇女进行
3Q

的早期诊

断和治疗十分重要$

"关键词#

!

细菌性阴道病&

!

阴道分泌物&

!

真菌&

!

滴虫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

"

!"#!

#

#*/!7)+/"!

!!

细菌性阴道病$

3Q

%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

之一,

#

-

)近年来由于多种感染因素的逐渐增多#其发病率也逐

渐升高)阴道病影响广大妇女严重影响正常工作*学习和生

活#危害妇女的身心健康,

!

-

)但是基层医院妇产科阴道分泌物

检测一般只是把清洁度*真菌*滴虫作为常规检查#而忽视了

3Q

,

7

-

)所以
3Q

也应该作为妇产科一项常规检验结果进行分

析#以便对细菌性阴道病的预防与治疗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

)

月来太仓市港区医院妇产科就

诊的育龄妇女
6%*

例#检测者均为
!%A

内无性生活#无盆浴或

阴道冲洗#无阴道外用药和非月经史)妇产医生用无菌棉签采

集阴道后穹窿或阴道深部分泌物#棉签在取材部位旋转并停留

!"5

以上使标本量充足#采集后放到
!

支无菌试管里要尽快送

送检验科检测#否则会影响检测结果)

$,/

!

仪器与试剂
!

细菌性阴道病检测试剂盒$多胺法%由珠海

市丽拓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医用生理盐水#显微镜)

$,'

!

检测方法
!

将一只采集好标本的拭子洗入检测管中#再

滴加
!

滴显色液#盖上管盖#摇匀液体#静置
#"F:;

观察检测

管中液体的颜色变化)显微镜检查将另一只采集好标本的拭

子加几滴生理盐水在清洁无菌玻片上涂片镜检#在低倍镜下检

测滴虫#高倍镜下检测真菌)

$,1

!

结果判断
!

检测管中液体的颜色显蓝色为阳性(检测管

中液体的颜色显黄色或黄绿色为阴性)低倍镜下检测到滴虫

为滴虫阳性#高倍镜下检测到真菌为真菌阳性)

$,2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2SC=E!""7

进行数据分析#计算资料

用百分率表达)

/

!

结
!!

果

妇产科就诊的育龄妇女
6%*

例中#

3Q

阳性率
!),$$-

#滴

虫阳性率
7,7%-

#真菌阳性率
),"*-

)结果见表
#

)

表
#

!

6%*

例育龄妇女阴道分泌物标本检测结果

项目
%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率$

-

%

3Q 6%* #+! ))$ !),$$

滴虫
6%* !) 6!7 7,7%

真菌
6%* 7* 6#" ),"*

'

!

讨
!!

论

育龄妇女的生殖道由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影响#会引发阴

道的感染)阴道的感染有真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细菌

性阴道炎)真菌性阴道炎主要感染育龄期妇女#虽然最近几年

有感染率所上升#但是远低于
3Q

感染)滴虫性阴道炎是由性

阴道毛滴虫引起的#属于性传播感染#避免无保护性生活是预

防感染好办法#所以也远低于
3Q

感染,

%

-

)

3Q

是妇产科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而且常易复发)

+

+)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4@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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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E,+

!

N9,#*



从表
#

的检测结果可以看出
3Q

患者数远高于阴道滴虫*真菌

的感染)

3Q

引起的直接危害是患者感觉不适#但若不及时和

正确治疗#将增加并发症出现的可能)传统的诊断以涂片镜检

中检测到线索细胞*革兰染色法等作为诊断细菌性阴道病重要

指标,

)

-

(但是涂片检测线索细胞取材要求比较高#如果涂片中

不含有阴道壁上皮细胞#就无法看到线索细胞,

$

-

)因此细菌性

阴道病检测试剂盒更适于基层医院用作妇女细菌性阴道病的

诊断)对育龄妇女要进行
3Q

的早期诊断及对
3Q

进行早期

治疗#预防和降低妇科并发症的发生#更好地保障了妇女的生

活质量#提高了生育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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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抑素
(

在蛇伤患者早期肾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李卫兵!喻海忠!袁建芬"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胱抑素
(

在蛇伤患者早期肾损伤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择本院
!"#!

年
$

"

+

月
6!

例

蛇伤引起的肾损伤患者!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胱抑素
(

!采用酶法检测血清肌酐!并对两物质的阳性

率进行比较$结果
!

胱抑素
(

与肌酐的阳性率分别为
*%,6-

"

$#

%

6!

#和
%*,$-

"

7)

%

6!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提示胱抑素
(

对肾损伤的诊断比肌酐更敏感!可作为早期蛇伤患者肾损伤的诊断指标$

"关键词#

!

胱抑素
(

&

!

肌酐&

!

肾损伤&

!

蛇伤

!"#

!

$%&'()(

"

*

&+,,-&$)./0(122&/%$/&$3&%)%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

"

!"#!

#

#*/!7$"/"!

!!

我国蛇伤人常见#时间以夏秋季为主)蛇伤中毒表现有局

部伤口感染*组织坏死*肢体功能障碍#严重的有呼吸衰竭*肾

功能损伤甚至衰竭*肝损伤*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

肾损伤为常见并发症#同时也是引起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其早期的诊断和防治显得尤为重要#而胱抑素
(

是肾损

伤早期的诊断指标#本研究探讨其在蛇伤患者早期肾损伤中的

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南通市中医院
!"#!

年
$

"

+

月
6!

例蛇

伤住院患者#同时经诊断为肾损害的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

标准采集
!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入院后
!A

内采集静脉血
7

F4

#立即送检#血液凝固后
7)""B

"

F:;

离心
#"F:;

取血清)

$,'

!

仪器与试剂
!

奥林巴斯
1d$%"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胱抑

素
(

试剂$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肌酐试剂$日本

协和公司生产%)

$,1

!

检测方法
!

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胱抑素

(

#采用酶法检测血清肌酐)

$,2

!

统计学方法
!

统计软件采用
0W00#","

#两种结果之间的

阳性率比较采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胱抑素
(

以
#,")F

?

"

4

为
CG>/9DD

值#肌酐参考值以
#","

,

F9E

"

4

为
CG>/9DD

值#比
CG>/9DD

值高的均为阳性)在早期蛇伤

患者中的胱抑素
(

阳性率为
*%,6-

$

$#

"

6!

%#肌酐阳性率为

%*,$-

$

7)

"

6!

%#经
"

检验#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胱抑素
(

是一种反映肾小球滤过率变化的内源性标志

物#并在近曲小管重吸收#但重吸收后被完全代谢分解#不返回

血液#因此#其血中浓度由肾小球滤过决定#而不依赖任何外来

因素的影响,

#/!

-

)其在糖尿病*肾病*高血压*心血管*肝病与农

药中毒中均有研究,

7/*

-

#而有关蛇伤患者方面的研究尚少见报

道)我国每年毒蛇咬伤患者达
#"

万余人次#蛇伤死亡率为

)-

"

#"-

#致残率为
!)-

"

7"-

#了解蛇伤患者的发病特点#

以提供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毒蛇咬伤的依据,

+

-

)蛇毒的多种成

分可引起肾损伤#其引起肾损伤的发病机制复杂#有蛇毒成分

直接损伤肾脏组织#也有间接作用的机制#涉及肾灌注压改变*

肾小球病变*肾小管坏死等)以往根据尿蛋白*红细胞和血肌

酐*尿素氮诊断肾损伤#往往延误治疗时机导致肾功能恶化)

胱抑素
(

可以为临床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毒蛇咬伤在夏季

农村发生率较高#常并发肾损伤#通过早期发现对症治疗可极

大地减轻患者的不良反应#挽救患者的生命#降低医疗成本)

本研究表明在早期蛇伤患者中胱抑素
(

对肾损害的诊断比肌

酐更敏感$

#

"

",")

%#应选用胱抑素
(

作为早期蛇伤患者的肾

损伤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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