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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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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放射免疫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MK3"

%(电化学发光法及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孕妇血清中甘胆酸

的可行性'方法
!

以传统的放射免疫法作为临床诊断标准!采用
VMK3"

(电化学发光法及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
$04

例孕妇

血清中甘胆酸水平!比较各种检测方法的阳性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临床符合率'结果
!

放射免疫法(电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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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阳性率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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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射免疫法为诊断标准!电化学发光法(

VMK3"

及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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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预测值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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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符合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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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放射免疫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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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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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VMK3"

及胶乳增强免

疫比浊法进行孕妇血清甘胆酸测定!均能达到临床要求!与放射免疫法比较!临床诊断符合率高!简单!快速!能够避免放射免疫法

的局限性!可更好地应用普及!便于准确(高效地将结果反馈给临床!协助临床更有效地降低围生儿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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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甘胆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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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胆酸与甘氨酸结合二次的结合型胆酸

之一#在肝细胞内#胆固醇经过极其复杂的酶促反应#转变成初

级胆汁酸(在正常情况下#外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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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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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肝细

胞受损时#肝细胞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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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下降#致使血中
!#

水平增

高%胆汁郁滞时#肝脏排泄胆酸发生障碍#而返流血液循环的

!#

水平增高(因此#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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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评价肝细胞功能及肝胆系统

物质循环功能的敏感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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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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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妊娠晚期血

清中最主要的胆汁酸组分(正常妊娠时孕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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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随

孕周增加逐步增高#至足月妊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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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较非孕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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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显示#由于妊娠期胎盘合成和分泌大量雌激

素和孕激素及代谢负荷增大#可能诱发肝胆系统的变化#使孕

妇易患妊娠肝内胆汁淤积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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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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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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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检测项目#临床医生往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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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判断
K!R

的严

重程度#是否需要提前处置#因此对
!#

及时'有效的检测显得

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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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测定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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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基本上仅限于放射免

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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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出现交叉反应'假阳性反应#以及组织样

品处理不够迅速#不能灭活降解酶#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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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也会影响结果#并

且需要的设备要求高#环境要求苛刻#易造成放射性污染#仪器

成本昂贵#多数基层医院无法开展#导致结果反馈不及时#从而

造成临床诊断和处置的延误#对患者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

目前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方法能及时'有效'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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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通过其他方法来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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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医疗单位更广泛普及#从

而快速'便捷'准确'高效地将结果反馈给临床#协助临床更有

效地降低围生儿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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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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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胶

乳增强免疫比浊法进行孕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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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均能达到临床要

求#与
SK"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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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断符合

率高#简单#快速#能够避免
SK"

的局限性#可更好地应用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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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重要的妊娠并发症#导致妊娠中'晚期孕妇出

现不同程度的瘙痒及黄疸#血液中胆汁酸堆积是引起瘙痒的主

要原因(当
K!R

发生时#胆汁排泄障碍#胆汁淤积及胆酸形成#

导致外周血中
!#

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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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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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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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且最有用的敏感的实验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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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必须加强胎儿宫内监护#及时终止妊娠#

降低围生儿病死率#故及时'有效地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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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助于

临床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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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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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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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广

泛#特异性好#灵敏度高#但操作人员接触和处置放射性物质是

个严重的问题#对环境防护要求高#放射性废物处理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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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法采用化学发光剂与待测抗原结合的原理#稳定'

简单'快速'灵敏度高'特异性好'易于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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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乳增

强免疫比浊法测定结果稳定#准确性高#重复性好#线性范围

宽#无放射性#环境要求低#且适合日立'贝克曼'雅培'迈瑞'拜

耳等各种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可随到随测#适合急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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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首先将
!#

抗体吸附在固相载体表面#血清中

的
!#

抗原与固相载体表面
!#

抗体结合#冲洗后#加底物显

色#再通过酶标仪比色定量#此方法简单#准确#灵敏度好#线性

范围宽#不需要大型昂贵的仪器#但操作费时#只能批量测定#

适合基层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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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VMK3"

及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进行

孕妇血清
!#

测定#临床诊断符合率高#简单#快速#能够避免

SK"

的局限性#可更好地应用普及#便于准确'高效地将结果反

馈给临床#协助临床更有效地降低围生儿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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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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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循证护理在急诊中毒患者洗胃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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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重庆市人民医院

三院院区急诊科行电动洗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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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口服中毒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洗胃法!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制订的方案!比较两组

患者在洗胃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方面的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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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平均洗胃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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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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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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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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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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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有利于缩短

洗胃时间!减少并发症!对改善中毒患者的病情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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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中毒是急诊科常见的急症#洗胃是抢救口服中毒患者

首要和关键的措施(由于口服中毒患者绝大部分有较强的负

面情绪#或者神志不清#不能进行口服催吐#所以只能采用电动

洗胃(极少数愿意催吐的患者#也因效率低#不能达到快速'有

效清除胃内毒物的目的而改为电动洗胃(电动洗胃属于有创

技术#给患者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并发症(为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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