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中，上海市一级医疗机构血涂片判读的合格率仅为３８．５％，

民营医疗机构的血涂片判读合格率仅为３３．３％
［３］。医学检验

界专家已呼吁加强细胞形态学人才培养，“抢救”细胞形态学检

验技术［４］。这次血涂片监督性检测调查的是二级甲等以下的

公立机构和民营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平时较少开展血涂片

的检测，碰到血常规异常的患者，一般让这些患者至三级医疗

机构进一步检测，加上有经验的检验人员相继退休，也造成了

这些医疗机构血涂片检测水平的下降。另外随着自动化血液

分析仪的应用，血细胞形态学被忽视，也是造成血涂片判读合

格率低的重要原因。

３．２　医疗机构需要重视血涂片检测　为了改变血涂片检测合

格率低的局面，医疗机构应该要提高对血涂片检测的重视度，

首先要合理调配检验工作人员，优化检验人员的年龄结构，做

好以老带新，注重在检验操作过程中为缺乏经验的检验人员提

供旁观学习的机会。通过大量的实践，让年轻、缺乏经验的检

验人员能够得到更多的训练，尽快担当起检验科骨干的角色。

民营医疗机构检验人员配备少，应当优先吸纳经验丰富的或退

休的检验人员来提高临床检测水平。其次，医疗机构应该重视

血涂片检测的继续教育，可以通过内部培训、邀请专家培训、参

加质控部门的专题培训等提高血涂片检测的本领。最后，医疗

机构可以把血涂片的检测能力作为平时内部考核的指标，纳入

检验人员规范化培训内容，提高检验人员的重视度。

３．３　卫生监督要和质控部门通力合作，提升监管效能　通过

监督性检测，黄浦区医疗机构的血涂片检测合格率有所提高，

说明监督性检测对临床检测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作用。在

检测中作者发现这些医疗机构平时也参加市临床检验中心组

织的室间质控，而且质控的合格率要高于监督性检测的合格

率，这是因为室间质控对检测时间没有具体要求，造成室间质

控流于形式。监督性检测很好地整合了卫生行政部门和质控

部门的优势，卫生行政部门具有监督检查优势和法律威慑力，

而质控部门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较容易发现专业问题。本监督

所将进一步探索与质控部门协作管理黄浦区临床检验质量的

新模式，加强对问题医疗机构的监管检查力度，以促进黄浦区

临床检验质量水平的提高，保障医疗安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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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对精神病患者的应用价值

艾咏梅１，邓尚廉２（１．湖北省宜昌市优抚医院　４４３００５；２．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医院　４４３１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测定对精神病患者的应用价值。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

院后均予心电图（ＥＫＧ）、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ＡＳＴ］常规检测，观察血清 ＡＳＴ测定对精神病患者的

应用价值。结果　ＡＳＴ异常率为３１．７％，明显高于ＡＬＴ异常率（１４．２％）和ＥＫＧ异常率（２３．３％）；用药品种对比

中，使用传统抗精神病药物者的ＡＳＴ异常率为３８．８１％，明显高于使用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者的２２．６４％；在用药

方法对比中，联合用药ＡＳＴ异常率为４３．１３％，明显高于单独用药者的２３．１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在ＡＳＴ异常患者疗程分布结果不同疗程中均会有 ＡＳＴ异常情况发生，尤其是疗程为３０～４４ｄ的 ＡＳＴ异常率最

高。结论　ＡＳＴ可作为鉴定精神病患者用药时药物毒性对心肌侵害的早期诊断标准，对预防猝死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精神病患者；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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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疾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抗精神药物，这些药物往往会

伤及患者组织器官。据相关医学研究文献报道，精神病患者长

期服用抗精神药物后，肝功能异常率为３０％左右，心电图

（ＥＫＧ）异常率为４０％～５０％，常引起患者心脏系统疾病，导致

猝死等严重后果［１］。临床对精神病患者常将ＥＫＧ、肝功能［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作为

常规检查，为此本文将探究应用 ＡＳＴ对精神病患者的应用价

值，现将检查进行分析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８月本院收治的１２０例精神

病患者，其中男６９例，女５１例，年龄１６～７１岁，平均（３２．９±

２．３）岁。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３版）的诊断标准，排除其他躯体疾病及心、肝、肾等脏器功能

障碍疾病。入院前ＥＫＧ均正常，且未服用抗精神类药物。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予 ＥＫＧ、肝功能（ＡＬＴ、

ＡＳＴ）常规检测，仪器为迈瑞ＢＳ３２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

为迈瑞配套试剂盒，ＥＫＧ检查采用日本光电９１３０Ｐ型心电图

机，１２导连同步记录常规扫描。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率（％）比较，率的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检测情况　本文研究的１２０例精神病患者 ＡＬＴ异常１７

例（１４．２％），ＡＳＴ 异常 ３８ 例 （３１．７％），ＥＫＧ 异常 ２８ 例

（２３．３％）。３８例 ＡＳＴ异常患者中男２１例，占３０．４％（２１／

６９），女１７例，占３３．３％（１７／５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

２．２　ＡＳＴ异常患者疗程分布　疗程小于１５ｄ的患者 ＡＳＴ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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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率为１２．５％（２／１６），１５～２９ｄ的患者 ＡＳＴ异常率为３１．７％

（１３／４１），３０～４４ｄ的患者 ＡＳＴ异常率为４５．８％（１１／２４），

４５～５９ｄ的患者 ＡＳＴ异常率为３２．１％（９／２８），６０～９０ｄ的患

者 ＡＳＴ异常率为２７．３％（３／１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疗程为３０～４４ｄ的ＡＳＴ异常率最高。

２．３　不同药物治疗患者 ＡＳＴ异常情况　本组１２０例研究病

例，给药品种对比中，采用奋乃静、舒必利、氯丙嗪、氯氮平、阿

米替林、氟哌啶醇等传统抗精神病药物患者有６７例，其中

ＡＳＴ异常２６例，占３８．８１％。采用曲唑酮、利培酮、泊罗西汀、

奎硫平、文拉法新、氟西汀等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患者有５３

例，其中ＡＳＴ异常１２例，占２２．６４％，给药品种对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用药方法对比中，单独用药６９例，ＡＳＴ

异常１６例，占２３．１９％，联合用药５１例，ＡＳＴ异常２２例，占

４３．１４％，用药方法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据相关医学文献报道，大部分精神病院内猝死患者与长期

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关系密切。精神病患者因长期服用抗精神病

药物，会引起心肌细胞蛋白质降解，对心脏产生毒性作用，损伤

患者心肌生理解剖结构，诱发中毒性心肌病，最终导致猝死［２３］。

传统检查抗精神药物对患者内脏（肝脏及心脏）有损害，一

般检测肝功能（ＡＬＴ、ＡＳＴ）和ＥＫＧ，ＡＬＴ在肝脏中的含量较

多，检查结果可提示患者肝脏疾病情况；ＡＳＴ在心肌中的含量

较多，多数患者因长期服药导致心肌受损和肝胆类疾病时，

ＡＳＴ均明显增高
［４５］。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ＡＳＴ 异 常 率 为

３１．７％，明显高于 ＡＬＴ异常率（１４．２％）和ＥＫＧ异常率（２３．

３％）。用药品种对比中，使用传统抗精神病药物者 ＡＳＴ异常

率为３８．８１％，明显高于使用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的２２．６４％。

在用药方法对比中，联合用药ＡＳＴ异常率为４３．１４％，明显高

于单独用药的２３．１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

果提示测定ＡＳＴ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患者的毒害敏感度明

显高于ＡＬＴ和ＥＫＧ，即尽管检测出 ＡＬＴ和ＥＫＧ均正常，但

ＡＳＴ检测异常，则提示患者心肌受损。同时，在 ＡＳＴ异常患

者疗程分布结果中，不同疗程均会有ＡＳＴ异常情况发生，尤其

是疗程为３０～４４ｄ的ＡＳＴ异常率最高。结果提示，在不同疗

程中，应定期检测 ＡＳＴ，有利于及时发现心肌受损情况，并及

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６］。

综上所述，ＡＳＴ可作为鉴定精神病患者用药时药物毒性

对心肌侵害的早期诊断标准，对预防猝死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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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２例手足口病患者ＥＶ７１ＩｇＭ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商新梅１，商　慧
２，周安仁３，钱晓娟１，商开国４（１．湖北省黄梅县人民医院　４３５５００；２．湖北省黄梅县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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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临床就诊的手足口病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型分布特征。方法　以黄梅县人民医院２０１２

年５～１１月急性期就诊病例为研究对象，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患者血浆中ＥＶ７１ＩｇＭ 抗体来确诊。结果　在

就诊的９８２例患者中检出ＥＶ７１阳性３８３例（３９．０％），其中男２５０例，女１３３例，男女阳性检出比为１．８８∶１；检出

阳性年龄最小４个月，最大１０岁，平均２．１３３岁，６个月至３岁年龄组检出阳性３４４例，占阳性总数的８９．８％，以６

个月至３岁的婴幼儿检出为主（χ
２＝１４４．１０，犘＝０．０００）；阳性３８３例测量均值为１．２１２±０．１０１，中值为０．８６４。结

论　６个月龄至３岁为 ＨＦＭＤＥＶ７１的重点感染人群，男性较女性易感染。ＨＦＭＤ仍然是黄梅县重要的公共卫生

问题，其中ＥＶ７１在黄梅县婴幼儿中感染率较高，应引起重点关注，并对临床可能出现重病病例保持高度警惕。

【关键词】　手足口病；　肠道病毒７１型；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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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口病（ＨＦＭＤ）是由多种肠道病毒（ＥＶ）引起的急性传

染病，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尤以３岁以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

患者和隐性感染者均为传染源，主要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密

切接触等途径传播。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

位的皮疹、疱疹。绝大多数为普通型患儿，可治愈。少数病例

可出现无菌性脑膜炎、脑炎、肺水肿、循环障碍等，多由ＥＶ７１

感染引起，致死原因主要为脑干脑炎及神经源性肺水肿。１９８０

年我国上海报道 ＨＦＭＤ，自１９８９年湖北医学院病毒所分离出

ＥＶ７１以来
［１］，１９９８年在上海、深圳、武汉、福州和广州等地相

继分离出ＥＶ７１
［２］，ＥＶ７１流行于全国各地，广泛引起关注。目

前引起 ＨＦＭＤ的致病源有２０多种病毒，其中柯萨奇病毒Ａ１６

型（ＣｏｘＡ１６）和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最常见，而ＥＶ７１感染

引起临床重症病例比例较高。本研究旨在分析急性期 ＨＦＭＤ

患者中ＥＶ７１感染状况及实验诊断方法，为早期诊断 ＨＦＭＤ

及ＥＶ７１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黄梅县人民医院２０１２年５～１１月门诊预检

分诊病例、住院病例和乡镇转诊的可疑病例共９８２例，样本均

采集首次来院就诊或住院３ｄ内疑似患者，用肝素钠真空管采

集患者静脉血３ｍＬ，离心分离血浆用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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