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0-.

年
.

月仪器安装-调试后初始运行的系统误差#也可能

是项目开展初期#人员操作不熟练等原因所致*另外#由于内

分泌标本量少#试剂开封后存放时间较长#虽然在有效期内并

且室内质控在控#但试剂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肿瘤标志物中
$

7),=

出现多次不合格结果#原因可能为

.0-.

"

.0-;

年本科
$

7),=

检测仪器为梅里埃
Q:9:RPU4X

免

疫分析仪#使用此仪器的实验室较少#导致仪器的校准验证-比

对活动都受到影响*基于对上述不合格结果的总结分析#在质

评物的保存-人员操作的规范-试剂的保存及仪器的保养和校

准方面#均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严格按照
Xa*

规范每一个

环节*

.0-1

年更换了检测仪器-方法并严格执行仪器校准验

证活动#之后的
$

7),=

质评成绩全部合格#且偏倚均较小*

室内质量评价标本主要用于检验分析中和分析后阶段#并

不包括分析前的质量控制#因此室间质评结果的合格并不能完

全保证临床标本检测结果的准确+

A7Z

,

*

*F"2&9:

+

B

,总结了标本出

现错误结果的原因#发现分析前因素所占比例为
1@/0̂

"

@Z/.̂

#而分析后因素的比例为
-Z/?̂

"

1A/0̂

#分析中因素

的比例还不足
-?/0̂

*由此可见分析前是质量管理的薄弱环

节*检验工作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分析前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影

响#主动与临床医师沟通并作出适当的解释#减少分析前产生

差错的可能*另外#医师应当注意大型的自动化精密仪器的维

护保养#使仪器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保证检测质量*

室间质评是考核-监督实验室能力的验证活动#是实验室

质量的客观证据#积极参加室间质评活动有助于实验室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从而全面提高分析性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更

好地实现全面质量控制*

参考文献

+

-

, 王治国
/

室间质量评价+

8

,

/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技术#

.00Z

#

Z

$

.

&!

.A?7.BZ/

+

.

, 叶应妩#王毓三#申子瑜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Q

,

/;

版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00@

!

-;7-.0/

+

;

, 王悦#孙蒂#王厚芳#等
/

通过
,4*

能力比对检验评价实

验室的临床血液检验水平+

8

,

/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00@

#

.-

$

?

&!

A17A?/

+

1

, 张萍#宋红蕾
/

能力比对试验对不同仪器测定结果的相关

校正+

8

,

/

苏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00;

#

.;

$

@

&!

1-171-?/

+

?

, 董莉#张保平#王永祥#等
/

参加室间质评加强免疫检验项

目的质量控制+

8

,

/

内蒙古医学院学报#

.0-0

#

;.

$

;

&!

.B17

.BA/

+

@

, 邓演超#刘连生
/

现场调查
TK4

质量品选择及靶值确定

的探讨+

8

,

/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00Z

#

.;

$

?

&!

--Z7--B/

+

A

, 冯仁丰
/

临床检验质量管理技术基础+

Q

,

/.

版
/

上海!上

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00A

!

.;-/

+

Z

, 方辉#穆煌#孙蒂
/

参加
,4*

能力比对检验加强肿瘤标记

物与激素类检验项口的质量控制+

8

,

/

现代检验医学杂

志#

.00@

#

.-

$

?

&!

A@7AZ/

+

B

,

*F"2&9:Q/T''D'#:9GF:9:G&FF&2D'&$D':"#D'"''D'#:9F&2D7

'&$D'

6

L"(:G:9"

+

8

,

/,F:9,E"L +&2 Q"(

#

.00@

#

11

$

@

&!

A?07A?B/

$收稿日期!

.0-?7017..

!!

修回日期!

.0-?70Z7-?

&

!临床探讨!

妊娠期营养管理对母儿的影响

张
!

萌!赵
!

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北京
!

-0001Z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对孕妇开展妊娠早'中'晚期营养指导对母儿的影响&方法
!

选择进行常规产前检查的

-B@

例孕妇!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BZ

例!

.

组孕妇均给予常规产检与健康指导!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同时接受妊娠早'中'晚期的营养管理&观察
.

组孕妇分娩结局与新生儿结局&结果
!

观察组孕妇妊娠期体质量增

加量为"

-./BY0/1

%

[

%

'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为
-/0̂

!妊娠期高血压发生率为
./0̂

!贫血发生率为
?/-̂

!自然分

娩率为
;-/@̂

$新生儿娩出体质量为"

;/ZY0/@

%

[

%

!巨大儿发生率为
;/-̂

!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率为
-/0̂

!均明

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针对孕妇采用妊娠早'中'晚期营养管理可有效改善母儿身

体状况!提高自然分娩率!对妊娠期与围生期不良事件也具有积极抑制作用&

"关键词#

!

妊娠$

!

孕期$

!

营养管理$

!

妊娠结局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A.7B1??

"

.0-@

%

0-700BZ70;

!!

妊娠期胎儿的发育状况对胎儿娩出后健康程度具有明显

影响#而胎儿宫内发育情况与生长环境-遗传基因及孕期母体

营养存在密切相关性+

-

,

#其中母体营养管理一直是妇产科研究

重点问题+

.

,

*妊娠过程是女性营养情况最敏感阶段#均衡的营

养状态不但能够有效保障胎儿生长发育#也可明显抑制妊娠期

并发症-新生儿畸形及死亡等情况的发生+

;

,

*本研究为进一步

明确营养管理对母婴的重要程度#针对部分孕妇开展了妊娠

早-中-晚期的全程营养指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0-.

年
B

月至
.0-1

年
B

月开展常

规产前检查的
-B@

例孕妇#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各
BZ

例*对照组孕妇年龄
..

"

;A

岁#平均$

.Z/-Y

;/Z

&岁#孕周
?

"

-1

周#平均$

Z/@Y-/.

&周%观察组孕妇年龄

.;

"

;?

岁#平均$

.Z/1Y;/?

&岁#孕周
1

"

-?

周#平均$

Z/1Y

-/0

&周*

.

组孕妇的年龄-孕周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0/0?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单胎初产妇%宫内

妊娠%胎位正常#骨盆对称%无妊娠期并发症%无合并其他脏器

功能障碍%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对照组孕妇仅开展常规产检与孕期营养教育#分

别将孕期保健基础知识-合理膳食搭配-分娩方式及分娩后母

乳喂养等情况进行介绍#以保证孕妇维持正确的生活方式*观

察组孕妇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全面营养管理措施#根据所处孕

)

ZB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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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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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给予不同的指导内容#具体步骤如下*

$///$

!

妊娠早期营养护理
!

根据我国营养学会制订的膳食标

准与患者个人状况拟订针对性方案*孕早期主要为受精卵逐

渐转变为胎儿雏形的阶段#同孕前比较#孕妇所需碳水化合物-

脂肪等成分持续增加#因受精卵细胞正常分裂分化#还需保证

维生素-蛋白质与微量元素的合理补充*为良好改善早孕不良

反应#缓解食欲不良所致营养欠缺#要求孕妇采用少食多餐的

原则#呕吐后需再次进餐#尽量多摄入新鲜蔬果*如孕妇早孕

反应较为严重#可将蔬果-豆类-肉类等粉碎制成半流质食物#

以缩短胃内停留时间#促进胃肠吸收#为妊娠中-后期创造良好

营养保障*

$////

!

妊娠中期营养护理
!

妊娠中期胎儿快速生长会增加孕

妇体力消耗#需在正常成人进食量基础上增加
Z;@

"

-@A0[8

热量*营养管理过程中提高牛奶-鸡蛋-鱼类等摄入量#定期增

加海鲜食品#每周摄入
-[

%

以上的豆制品*同时#该阶段胎儿

的大脑与骨骼生长还需进一步补充钙-锌-磷等微量元素#指导

孕妇适量摄入骨头汤-新鲜蔬果与动物内脏*合理控制孕妇碳

水化合物与盐的进食量#盐维持在
-?

%

左右#充分抑制妊娠期

并发症的发生*

$///'

!

妊娠晚期营养护理
!

蛋白质在足月胎儿机体中所占比

例最高#除此之外维生素
U

与钙-磷等微量元素也是主要所需

的营养素#对其骨骼与牙齿等生长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铁元素

是胎儿血液与肌肉的制造元素#在胎盘与胎儿生长中也占据重

要地位*综合上述情况#妊娠晚期孕妇所需营养供给量较大#

而子宫不断扩大后孕妇胃肠还会受到挤压影响#促使发生厌食

等情况*管理过程中在常规
;

餐的基础上酌量增加辅餐#指导

应用核桃-奶粉与新鲜水果#提高牛奶摄入量#并控制食盐纳

入量*

$/'

!

观察指标
!

妊娠期间记录孕妇体质量增加量及贫血-妊

娠期糖尿病与妊娠期高血压等并发症发生率#统计孕妇分娩方

式及胎膜早破-胎盘早剥-前置胎盘与产后出血等情况#并将胎

儿体质量与不良事件进行总结*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B/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H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孕妇妊娠期体质量增加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观

察组孕妇妊娠期体质量增加量与妊娠期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表
-

!

.

组孕妇妊娠期体质量增加与并发症发生

!!

情况比较(

HY!

或
,

%

^

')

组别
,

妊娠期体质量

增加$

[

%

&

妊娠期

糖尿病

妊娠期

高血压
孕妇贫血

对照组
BZ -A/;Y0/1 @

$

@/-

&

Z

$

Z/.

&

-?

$

-?/;

&

观察组
BZ -./BY0/1 -

$

-/0

&

.

$

./0

&

?

$

?/-

&

@

"

&

.

?/B- 1/-1 1/;. 1/BA

"

%

0/0?

%

0/0?

%

0/0?

%

0/0?

///

!

.

组孕妇分娩结局比较
!

观察组孕妇自然分娩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统计学意义$

"

%

0/0?

&%但在胎盘早剥-前置胎

盘-胎膜早破-产后出血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0/0?

&*见表
.

*

//'

!

.

组新生儿结局比较
!

观察组新生儿体质量为$

;/ZY

0/@

&

[

%

#高于对照组的$

;/.Y0/1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观察组巨大儿-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率均明显少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表
.

!

.

组孕妇分娩结局比较(

,

%

^

')

组别
,

自然分娩 胎盘早剥 前置胎盘 胎膜早破 产后出血

对照组
BZ ?B

$

@0/.

&

-

$

-/0

&

.

$

./0

&

?

$

?/-

&

.

$

./0

&

观察组
BZ ;-

$

;-/@

&

0

$

0/0

&

-

$

-/0

&

1

$

1/-

&

-

$

-/0

&

&

.

@/0A 0/;. 0/10 0/;? 0/10

"

%

0/0?

$

0/0?

$

0/0?

$

0/0?

$

0/0?

表
;

!

.

组新生儿结局比较(

HY!

或
,

%

^

')

组别
,

体质量$

[

%

& 早产儿 巨大儿 低出生体质量儿 畸形 窒息

对照组
BZ ;/.Y0/1 -

$

-/0

&

-0

$

-0/.

&

@

$

@/-

&

-

$

-/0

&

;

$

;/-

&

观察组
BZ ;/ZY0/@ 0

$

0/0

&

;

$

;/-

&

-

$

-/0

&

0

$

0/0

&

.

$

./0

&

@

"

&

.

;/Z@ 0/;. 1/-; ;/B- 0/;. 0/1.

"

%

0/0?

$

0/0?

%

0/0?

%

0/0?

$

0/0?

$

0/0?

'

!

讨
!!

论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孕妇妊娠期的自我保健意识

逐渐增强+

1

,

#以往研究多显示孕妇妊娠期营养状况与胎儿成长

及新生儿体质量均具密切关系+

?

,

*部分孕妇由于缺乏健康的

饮食营养管理方式#使得胎儿的生长发育均会发生严重危害#

最终导致孕妇分娩结局与新生儿健康程度均受影响+

@7Z

,

*目

前#妇产科医师已将妊娠期孕妇营养管理作为主要工作重

点+

B

,

#依据其个性化特征给予针对性指导与建议#以此确保母

婴健康#缓解妊娠期与产后并发症的发生+

-0

,

*

本次研究针对
BZ

例孕妇开展了妊娠期营养管理措施#分

别在妊娠早期-中期与晚期进行有效的饮食指导内容#并与
BZ

例对照组孕妇进行对比研究*营养管理早期主要以增加营养

摄入-缓解早孕反应为重点#中期逐渐提高蛋白质摄入量以确

保胎儿器官-骨骼-肌肉等生长#晚期进一步提高蛋白质饮食#

增加微量元素与维生素服用量#并酌情增加辅餐#充分促进胎

儿发育成熟#也良好提高孕妇分娩能力*观察组孕妇经营养管

理后#妊娠期体质量增加量与妊娠期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观察组孕妇自然分娩

率高于对照组$

"

%

0/0?

&#同时新生儿体质量-巨大儿与低出

生体质量儿发生率亦明显优于对照组$

"

%

0/0?

&*本研究结

果显示#妊娠期全面营养管理措施不但可改善孕妇状况#对新

生儿健康也具有积极作用*杨俊瞡和安建钢+

--

,研究表示针对

孕妇实施膳食营养管理措施能够促进胎儿发育#与新生儿出生

体质量也具有密切相关性%而宫相君等+

-.

,报道也显示孕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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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饮食营养的关注程度亦可改善其分娩安全#并提升胎儿健康

程度#与本研究结论均一致*通过本次研究证实妊娠期开展营

养管理措施能够提高母婴健康状态与安全程度#而实际临床管

理过程中对妊娠早期-中期与晚期均需给予相同的重视程度#

早期需主要缓解早孕反应对孕妇的饮食影响#中期通过营养支

持积极促进胎儿的骨骼-器官等发育#晚期则重点增强孕妇分

娩能力#为安全生产创造有利基础*

综上所述#针对孕妇采用妊娠早-中-晚期营养管理可有效

改善母儿身体状况#提高自然分娩率#对妊娠期与围生期不良

事件也具有积极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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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标本放置时间对白细胞介素
7@

水平稳定性的影响

贺端明!江雁琼!方
!

容!伍慧妍!蓝惠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检验科!广州
!

?-0A0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P+

%

7@

随放置时间的延长的变化规律&方法
!

选取急性白血病'原发

性肝癌'冠心病患者血清标本
;0

例!即刻分离血清后室温放置!在
0

'

.

'

@

'

-.

'

-ZE

分别测定
P+7@

浓度!并与
-0

例健

康对照进行比较&结果
!

各组
P+7@

初始水平分别为肝癌组"

1;/B@Y-?/ZA

%

(

%

#

+

'冠心病组"

1./-AY-0/;1

%

(

%

#

+

'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组"

B1/1;Y.0/;.

%

(

%

#

+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Y@/0@

%

(

%

#

+

与健康对照组"

./A-Y

0/;Z

%

(

%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各组血清标本随放置时间的延长!其
P+7@

水平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0

"

.E

内
P+7@

水平较稳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

@E

及以后与各组
P+7@

初始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0/0?

%&结论
!

各组血液离心后室温放置
.E

内!

P+7@

水平稳定!而随放置时间的延长!

P+7@

水平变化大!故

临床检测
P+7@

需在
.E

内完成!才能保证检测结果真实可靠&

"关键词#

!

白细胞介素
7@

$

!

标本放置时间$

!

原发性肝癌$

!

冠心病$

!

动态变化

!"#

!

$%&'()(

"

*

&+,,-&$)./0(122&/%$)&%$&%11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A.7B1??

"

.0-@

%

0-70-0070;

!!

白细胞介素$

P+

&

7@

是机体细胞因子网络中的重要成员#

其不仅作用于免疫系统本身#亦广泛作用于神经-内分泌和心

血管等系统*有研究表明
P+7@

水平与冠心病的严重程度有

关+

-

,

*在肝癌的诊断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血清
P+7@

是一

个有效的肝细胞肝癌检测指标#尤其与甲胎蛋白联合时可起到

显著提高诊断敏感性的作用+

.

,

*在急性白血病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

P+7@

也起到重要作用#检测白血病患者化疗前后的
P+7@

水平#可作为临床上评估患者免疫状态和预后的指标+

;

,

*临床

科室对
P+7@

检测的需求日益增加#为辅助临床科室对疾病的

诊疗#各实验室逐步开展了
P+7@

检测项目#主要的检测方法为

电化学发光法#但针对该项目至今仍无明确的采集标准#可能

对检验结果有一定的干扰*本研究就血清中
P+7@

水平随放置

时间延长的变化规律做了探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收治的
;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

疾病类型分为急性白血病组
--

例#原发性肝癌$

),,

&组
B

例#

冠心病$

,)U

&组
-0

例*急性白血病组中男
A

例#女
1

例#年龄

-A

"

@;

岁#平均
10

岁#根据分型结果分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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