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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不同年龄段的外周血指标&生化检测指标和免疫

学指标检测结果进行多组单因素方差分析!并描述异常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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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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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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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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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期漫长#

可达
+

!

*/

年#潜伏期间患者临床症状不显著'

$%&

主要攻

击人体的免疫系统#导致
4(-

>

:

细胞减少#临床表现以血液

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症状常见)

*

*

'目前#实验室诊断

'%()

方法主要为抗体诊断(抗原诊断和病毒载量试验#具有

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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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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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在潜伏期间症状不

显著#本研究通过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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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的常见血液检测结

果#以期在临床上为医师通过患者常规血液检测异常结果发现

$%&

感染者提供依据#辅助
'%()

诊断'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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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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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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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纳入患者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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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项目开展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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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病情诊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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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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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及处理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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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情 况 方 面 $比 例
$

*6

&#农 民
..#

例 $占

-5,.06

&#工人
-!

例$占
!,!/6

&#个体户
+5

例$占
-,/+6

&#公

司职员
+.

例$占
.,./6

&#退休人员
++

例$占
.,*!6

&#司机
*/

例$占
*,-.6

&#商 人
"

例 $占
*,+"6

&#无 业
*.5

例 $占

*",5/6

&%教育程度方面#大专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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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与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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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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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患者需同时满足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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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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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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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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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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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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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接受

治疗#并积极配合检测%$

-

&基本信息和检测结果无缺失#同时

检测结果无显著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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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
!

满足以下任一标准则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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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或

哺乳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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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

.

&由激素化疗等引起的继发

性免疫缺陷病%$

-

&兼患脏器严重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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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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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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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检测指标分
.

类#

分别为外周血指标(生化检测指标和免疫学指标'外周血指标

包括白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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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

7

8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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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

小板计数$

17:

&#生化检测指标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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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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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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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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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真空乙二胺四乙酸$

X(:'

&抗凝管分别抽取

新鲜抗凝血
+P7

混匀#确保在
+-E

内将血液样品上到血细胞

计数仪(生化分析仪和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同时保证检测试

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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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检

验水准
#

Z/,/0

#计量资料采用
GUB

表示#统计各项指标的异

常率#并利用多组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年龄段组间的外

周血指标(生化检测指标和免疫学指标结果差异#以
!

%

/,/0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则进一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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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两两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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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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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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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指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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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外周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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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经
7)(

两两比较#青

年组与老年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其他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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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测指标结果
!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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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生化检测

指标的异常率分别为
'):-,*!6

$

+"

"

!"#

&(

'7:#,!/6

$

0.

"

!"#

&(

4;*",5/6

$

*.5

"

!"#

&和
3<=*0,-"6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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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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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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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3<=

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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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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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比较#青年组与中

年组(青年组与老年组的
4;

指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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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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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组与老年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

3<=

指标在青年组和老年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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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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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外周血指标均值比较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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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组
*!" 0,-0U*,#" *,#!U/,!- *+#,"*U*#,!" +*.,!*U!5,+0

老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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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生化检测指标均值比较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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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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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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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指标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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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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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免疫学指标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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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

4(-

>

"

4(5

>的异常率分别为
#*,/+6

$

-"0

"

!"#

&(

!-,-+6

$

--"

"

!"#

&和
.!,/*6

$

+0*

"

!"#

&'

4(-

>与
4(5

>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4(-

>

"

4(5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0

&'经
7)(

两两比较#

4(-

>和
4(5

>指标的青

年组与中年组(青年组与老年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而中年组与老年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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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免疫学指标均值比较

组别
(

4(-

>

$

GFMM

"

$

7

&

4(5

>

$

GFMM

"

$

7

&

4(-

>

"

4(5

>

青年组
--+ .0!,#!U+*-,// "55,"!U-!-,#" /,-+#U/,--

中年组
*!" ./+,!"U*"-,!5 5.!,50U-*.,+/ /,-!"U/,#"

老年组
5! +##,.0U*5+,5/ #"*,#-U!*","- /,0*.U/,!.

H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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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由以上统计结果可知#

$%&

"

'%()

感染者外周血指标和生

化检测指标的异常率较低#指标$除
$9

外&异常率均在
+/6

以

下#各项指标均值均处于正常范围%免疫学指标中
4(-

> 和

4(5

>的异常率较高#约
!/6

!

#/6

的
$%&

"

'%()

感染者会出

现
4(-

>和
4(5

>异常#

4(-

>与
4(5

>比值用来反映细胞免疫

状况)

.

*

#

!"#

例
$%&

"

'%()

感染者中
.!,/*6

患者出现免疫功

能异常'由于
$%&

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
5

!

"

年#

5/6

的

$%&

感染者潜伏期内无临床症状#且
$%&

主攻人体免疫系

统#导致
4(-

>和
4(5

>细胞减少)

-

*

#异常率统计情况与
'%()

的发病特点相符'有研究指出)

.

#

0

*

#

4(-

>和
4(5

>细胞计数是

检测
$%&

感染(疾病进展和预测生存期的重要指标#其中

4(-

>细胞计数更是作为
'%()

抗病毒治疗疗效考核指标'本

研究中#

$%&

"

'%()

感染者的
4(-

>

(

4(5

>与
4(-

>

"

4(5

>均

值超出正常范围#相比于其他指标#作为检测
'%()

感染指标

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结果数据进一步佐证以上研究结论'

通过比较不同年龄段的外周血指标(生化检测指标和免疫

学指标差异#发现不同年龄段组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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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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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指出#健康人的
$9

水平从青年期到老年期基本

处于平行状态#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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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在青年组和老年组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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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为不超过
*E

)

+

*

#因此笔者进行了缩短离心时间的

初步比较分析#发现
-///;

"

PIB

离心
+PIB

后
G:B%

(

4\?V3

(

V

8

@

的检测值与离心
*/PIB

后的检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0

&#而且这些微弱的差异也与离心
+PIB

后血浆中残

留的血小板数量无相关性'提示可以缩短离心时间以减少

:':

#更快地得出检测结果'

VIBNF;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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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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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B

离心
*0PI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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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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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B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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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心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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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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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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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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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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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B

检测结果没有差异'本研究对离心时间的

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可能会由于样本量偏少而未能发现缩短

离心时间可能造成的影响#今后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探讨

脂血等异常情况下#缩短离心时间是否会造成检测结果的差

异'

总之#使用肝素锂抗凝血浆(

-///;

"

PIB

离心
+PIB

是实

际工作中可考虑使用的标本预处理方案#它在不降低临床检测

质量的前提下#缩短了
:':

并能使临床和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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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骨髓和造血细胞受损#老年人的造血功能减弱比青年人更

显著'

4;

和
3<=

在不同年龄段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但有研究指出)

#

*

#由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原因#

4;

和
3<=

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故本研究中不同年龄段
4;

和

3<=

差异不认为是由
$%&

感染引起'

4(-

>和
4(5

>指标在

青年组与中年组(青年组与老年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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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因素可以影响
4(5

>细胞端粒

长度和端粒酶的表达#但
4(-

>细胞端粒在任何年龄都比较稳

定#健康成年人不同年龄段的
4(-

> 细胞数无差异'

$%&

"

'%()

感染者中#青年组
4(-

>细胞多于中年组和老年组#表明

$%&

感染后#中老年人体内
4(-

>细胞受攻击后数量少于年轻

人体内
4(-

>细胞数'由于
4(5

> 细胞数量会随年龄发生变

化#因此本研究中不同年龄段
4(5

>细胞差异是否受
$%&

影

响暂无定论'

综上所述#

4(-

> 细胞作为检测
'%()

的主要指标#结合

4(5

>细胞数和
4(-

>

"

4(5

>值#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对通过常

规血液检查发现并辅助
'%()

诊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

'%()

的定性诊断还是要依靠抗体诊断(抗原诊断和病毒载量

试验等其他试验手段'不同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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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染者的

4(-

>细胞数会存在差异#因此应设定不同年龄段
4(-

>细胞

数量参考范围#为在常规血液检测结果中发现并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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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染者提供具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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