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结#本组肠套叠
##+

例#漏诊
&

例#

#

例为小肠套叠#

!

例为不

完全性肠套叠*急性阑尾炎!阑尾增粗呈低回声管状结构#其

病理状态不同而表现各异#本组
%

例漏诊均为单纯性阑尾增

粗#外径约
+

!

(DD

*肠旋转不良!是胚胎期中肠未能完全旋

转和肠系膜固定不良所引起#超声表现为肠系膜上静脉位于肠

系膜上动脉左侧或前方者可判断为先天性肠旋转不良#肠系膜

上动脉环绕肠系膜上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可见.涡旋征/#判

断为肠扭转#本组
!

例均为新生儿#均发现肠间包块及涡旋征#

诊断本病用三维容积探头观察扭转度数明显优于二维#

!

例扭

转度数与术后一致*

综上所述#在诊断幼儿腹痛病因方面高频超声有着极为实

用的应用价值和优势*它不仅操作简便'准确率高'安全'价

廉#还能为临床鉴别诊断提供有效的佐证#减少不必要的检查#

因此可以作为幼儿腹痛检查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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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妇女宫颈检查的统计分析

陈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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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妇幼保健院(

#)

检验科'

!)

妇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宫颈检查的重要性!以及使用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

0R0

#筛查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例到本院就诊患者进行的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

0R0

#检查资料!结合阴道镜检查以及宫颈组织病理学检查!对检查结果进

行统计和分析$结果
!

!+,!

例
0R0

检查结果显示!意义不明确的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

/HR̂ H

#及以上阳性病例
#"!

例!占全

部病例的
&)'+*

!其中非典型鳞状细胞"

/HR

#

'!

例占
!)!&*

!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NHWN

#

!&

例占全部病例的
"),&*

!高度鳞状

上皮内病变"

CHWN

#

#+

例占
")'#*

$病理学诊断结果显示!宫颈上皮内瘤变"

RWL

#共
$#

例占
#),&*

!其中
RWL#

共
#+

例

"

")'#*

#!

RWL!

共
#$

例"

")$%*

#!

RWL&

共
#&

例"

")%+*

#!鳞状细胞癌"

HRR

#共
'

例"

")!!*

#$结论
!

定期
0R0

筛查可早期发

现癌前病变!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0R0

检查中应高度重视血样标本患者!避免高危病人的漏诊$

关键词"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

!

阴道镜(

!

宫颈检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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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女性健康的重大威

胁之一#其发生'发展需经历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

#

)

&并且早期

几乎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宫颈癌的早期筛查意义重大*尽早

地发现癌前病变#采取早期干预措施预警宫颈癌#是防止宫颈

病情恶化癌化的最好策略(

!

)

*薄层液基细胞学$

0R0

%结合阴

道镜以及宫颈活组织检查#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用于宫颈癌早期

识别的有效方法*本文针对
!"#$

年本院进行的
!+,!

例宫颈

0R0

检查作了统计整理#结合相关资料#对宫颈检查进行了讨

论和思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到本院就诊患者进行

的宫颈
0R0

检测
!+,!

例的门诊患者和住院患者#排除宫颈

癌免费筛查人群*

$)/

!

方法

$)/)$

!

宫颈
0R0

检查
!

采用巴氏染色法#细胞学诊断标准采

用
0TH

分类法(

&

)

*宫颈细胞学异常包括!意义不明确的非典

型鳞状上皮细胞$

/TR̂ H

%'不除外高度病变的非典型鳞状上

皮细胞$

/HR.C

%'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NHWN

%'高度鳞状上皮

内病变$

CHWN

%和鳞状细胞癌$

HRR

%&腺上皮细胞异常分级为

未明确意义的非典型腺细胞$

/â H

%和腺癌*

0R0

检测结果

中
/HR̂ H

及以上者为阳性病例*对阳性病例进行阴道镜检

查#异常者选取宫颈病变区域多点活检&未见异常则建议进行

人类乳头瘤病毒$

CU[

%检测和随访*另有一部分
0R0

无法

判读的重度血样标本的患者#也进行阴道镜检查#并结合临床

分析钳取宫颈组织送病检*以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阴道镜

检查由专业医生操作*

$)/)/

!

宫颈组织病理学检查
!

阴道镜指导下用活检钳取宫颈

病变组织送病检*按+病理学,诊断标准#根据细胞异型性程度

和范围分为良性细胞改变$

TRR

%'宫颈上皮内瘤变
RWL#

级'

宫颈上皮内瘤变
RWL!

级'宫颈上皮内瘤变
RWL&

级和鳞状细

胞癌$

HRR

%*其中
RWL#

级相当于细胞学诊断的
NHWN

#

RWL!

和
RWL&

相当于细胞学诊断的
CHWN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UHH#$)"

进行统计和比例计算*

/

!

结
!!

果

/)$

!

0R0

检查结果
!

!+,!

例
0R0

检查#

/TR̂ H

及以上阳

性
#"!

例#占
&)'+*

$

#"!

"

!+,!

%#其中
/HR

$包括
/HR̂ H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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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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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N2>O7:R4;3

!

G?4

5

!"#'

!

[14)#&

!

L1)#&



/HR.C

%占
!)!&*

$

'!

"

!+,!

%#

NHWN

占
"),&*

$

!&

"

!+,!

%#

CHWN

占
")'#*

$

#+

"

!+,!

%*见表
#

*

表
#

!!

0R0

检测阳性分布情况#

'

$

年龄$岁%

/HR̂ H /HR.C NHWN CHWN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病理学诊断结果
!

检查结果显示#

RWL

共
$#

例#占

#),&*

$

$#

"

!+,!

%#其中
RWL#

!

")'#*

$

#+

"

!+,!

%#

RWL!

!

")$%*

$

#$

"

!+,!

%#

RWL&

!

")%+*

$

#&

"

!+,!

%#

HRR

!

")!!*

$

'

"

!

+,!

%#

RWL

各年龄组分布情况见表
!

*

$#

例
RWL

病例中#有
$

例是
0R0

无法判读的重度血样标本的患者#年龄均
&

%"

岁#

$

例
RWL

分布情况见表
&

*

表
!

!!

$#

例
RWL

各年龄组分布情况#

'

$

年龄$岁%

RWL# RWL! RWL& HRR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表
&

!!

$

例出血患者
RWL

分布情况#

'

$

年龄$岁%

RWL# RWL! RWL& HRR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显示#宫颈病变的高发年龄是
%"

岁以后#但

&"

岁以下发病率也较高#说明宫颈疾病有低龄化的趋势(

%

)

*

因此
!"

岁以上已婚女性都应该重视宫颈健康#因为宫颈病变

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且#宫颈病变的早期没有任何症状

故而非常容易被患者本人忽视*而一旦患者发现症状如出血

等#病情可能已经比较严重#很可能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提

前的发现和预警#能引起患者的高度重视#能有针对性地得到

及时的治疗或者让患者改变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对患者宫颈健

康的意义较大*所以#成年女性都应该定期进行宫颈检查*

在实践工作中#

0R0

检查经常会遇到不满意标本#如可识

别细胞数量少于最低判定数量的标本*应对不合格标本的正

确程序是用阴道镜检查#视情况重新采取
0R0

标本或者建议

CU[

检测*但实际上因为不合格标本并不能给出确切的结

论#患者往往嫌麻烦或者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意重新取样检查#

使漏检可能性较高*还有一类高危人群#如宫颈有明显的出血

时#采取的样本往往因大量血细胞而至宫颈上皮细胞数量极少

或被遮盖造成无法判读的不满意标本#这类患者宫颈存在问题

的可能性其实更大更严重*结果显示#本年度因为出血重而无

法判读的
$

例不满意样本#后续活检均为
RWL!

以上高度病

变#其中
HRR

就有
!

例*所以#对不满意标本需要特别加以重

视*要加强与患者沟通#尽量让患者重新采取标本和辅以阴道

镜检查#以消除漏检隐患*

本文统计结果可见#

0R0

检查结果#

/TR̂ H

及以上阳性

#"!

例#占
&)'+*

$

#"!

"

!+,!

%#而最终的宫颈组织活检病理学

诊断结果阳性病例
$#

例#占
#),&*

$

$#

"

!+,!

%#这一方面说明

0R0

筛查法有较高的有效性(

$

)

#用比较简单快捷的方式筛查

出了可能的病患#对帮助临床医生针对不同级别的患者进行分

诊和分层管理有极极的指导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

0R0

筛

查法的精度还不是很高#因为受标本质量以及读片人员经验等

的制约#

0R0

筛查法还不能做到高精度的确定目标*现在大

量医学研究已经证实#宫颈癌主要的病变原因是由
CU[

引

起(

'.+

)

#通过
CU[

筛查可发现宫颈癌高危人群(

,

)

*大量资料

显示#

0R0

检查联合
CU[

检测可大大提高宫颈癌筛查的准确

性和特异性(

(.#"

)

*随着对高危人群的预防#有望使宫颈癌得到

更好的控制*

有研究证实#进行宫颈检查是预防宫颈疾病特别是预防宫

颈癌的有效方法#早预警早发现早治疗把宫颈癌消除在萌芽状

态是最佳的选择*相应地#国家因为高度重视女性健康#特别

推出了免费两防的措施$预防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免费检查%#正

在全国推行*但从实践来看#还有相当比例的妇女对宫颈癌的

预防重视程度还不够#免费两防的宣传工作还需加强力度*相

信随着防癌知识的普及#健康教育工作的不断完善#新技术新

方法的不断发展#只要全民的重视和国家的重视一起推动#免

费两防的措施就会取得愈来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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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和微量元素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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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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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过敏性鼻炎和微量元素的关系$方法
!

选择本院诊断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

例作为过敏性鼻炎组!包

括常年性过敏性鼻炎
('

例和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

例$另外选取
!""

例来自本院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检测研究对象的血

清微量元素"

R2

&

L;

&

b7

&

O

A

&

X3

&

H=

&

O3

&

R?

&

H7

#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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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参与了过敏性鼻炎的发生发展过程'微量元素与过敏原类别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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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又称为变应性鼻炎#是一种最常见的变态反应

性疾病*过敏性鼻炎主要临床表现有鼻痒'多次阵发性喷嚏'

大量水样鼻溢以及嗅觉减退等(

#

)

*其发病与机体特异性免疫

机制的紊乱有关(

!

)

*微量元素在维持机体正常的免疫应答'免

疫监测和免疫自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在体内的失衡'缺乏

或过多#均可造成免疫调节的紊乱#增加患者对疾病的易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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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通过血清和头发中微量元素水平的检测#探

讨变应性鼻炎与微量元素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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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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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无可能显

著影响微量元素水平水平测定的其他疾病&生活工作中无微量

元素密切接触史&未使用糖皮质激素'抗过敏药物及含微量元

素的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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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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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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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微量元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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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次性采血管抽取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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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后于消解炉中

消解至近干燥#

#*C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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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样品#定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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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北京

华洋仪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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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量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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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免疫球蛋白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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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微量元素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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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敏性鼻炎患者与对照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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