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状态存在明显的关联'

血清
Y!.'

水平在早*中卵泡期迅速升高#至
/O.

上升后

2I

升至高峰#后维持较低水平至黄体期#可见血清
Y!.'

水

平只有一个高峰'早*中卵泡期
Y!.'

水平升高可能与小窦状

卵泡的产生有关#它参与了晚卵泡期对
/O.

的降调作用#而

/O.

的下降对优势卵泡的选择和非优势卵泡的闭锁有重要意

义(

9

)

'

(PLO

患者卵泡液中
Y!.'

是
Y!.

的主要形式'对患

者机体中
Y!.'

水平的研究发现#其水平变化与卵巢排卵功能

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提示
Y!.'

检测应合理地应用于
(PLO

临床诊治过程#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

)

'

综上所述#

(PLO

患者
Y!.'

水平变化在控制性超排卵过

程中#有着极其明显的作用#有利于监测患者的排卵数量#指导

激素治疗的使用量#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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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

丁
!

爽!蒋清清!马
!

萍!张
!

倩#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江苏徐州
22*++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在粪便检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采集该院
2+*4

年
4

月
*,62+

日

3++

例住院患者粪便常规标本!分别用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及人工法进行检测!以人工检测为金标准!评价仪器在粪便常

规检测中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自动分析结果与人工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结果
!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理学指标"颜

色&性状$的灵敏度为
+7):*

!特异度为
+7992

!符合率为
9)7-N

'仪器自动检测
L'

卡的灵敏度为
+79-4

!特异度为
+7993

!符合率为

997:N

'仪器自动显微镜检查红细胞&白细胞&虫卵&真菌的灵敏度分别为
+79,,

&

+7))-

&

+73++

&

+744)

!特异度分别为
+79-4

&

*7+++

&

+799-

&

+7992

!符合率分别为
9-7:N

&

9974N

&

9974N

&

997+N

%结论
!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设计较完善!自动化程度高!检

测速度较快%该仪器实验规范!操作方便!结果可靠!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粪便常规'

!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

!

符合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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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4)2#9:33

"

2+*)

$

*)#2399#+,

!!

粪便常规为临床三大常规之一#是就诊患者的必检项

目(

*

)

#主要由粪便理学检验*隐血试验*有形成分镜检
,

个部分

组成'目前#国内大多数医院粪便常规还是通过人工法来进行

检测'人工法标本大多通过广口采样杯收集#粪便标本气味难

闻#感官上让人难以接受#临床实验室操作人员不愿做*也不想

做#局限了其在临床诊断中应用而使检出率不断降低(

2

)

&操作

人员必须近距离接触标本#易交叉污染#生物安全风险极高&同

时检验结果受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经验*责任心等主观因素

的影响#难以标准化和规范化'本研究旨在探讨爱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生产研发的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方

法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可靠性#探讨其在粪便常规检测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收集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4

年
4

月
*,6

2+

日住院患者粪便常规检验标本
3++

例#其中男
24*

例#女

2,9

例'

$7/

!

仪器与试剂
!

粪便常规检查仪器由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的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使用原装配套试剂与

耗材'显微镜为奥林巴斯光学显微镜#人工法使用的
L'

检测

纸条由万华普曼公司提供#镜检所用试剂主要为
+79N

的生理

-

993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9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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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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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

$7'

!

方法
!

收集住院患者的新鲜粪便标本分别进行人工法和

仪器法$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以人工法为金标

准'人工法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要求

执行(

,

)

'仪器的具体操作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说明书,进行'

所有标本收到后在
*C

内完成检测'

$7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97+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2 检验&采用
WB

$$

B

一致

性检验统计两种方法一致性'以
"

$

+7+3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理学指标$颜色*性状%

的灵敏度为
+7):*

#特异度为
+7992

#符合率为
9)7-N

#

WB

$$

B

值为
+7)),

'仪器自动检测
L'

卡的灵敏度为
+79-4

#特异度

为
+7993

#符合率为
997:N

#

WB

$$

B

值为
+79)4

'仪器自动显微

镜检查红细胞*白细胞*虫卵*真菌的灵敏度分别为
+79,,

*

+7))-

*

+73++

*

+744)

#特异度分别为
+79-4

*

*7+++

*

+799-

*

+7992

#符合率分别为
9-7:N

*

9974N

*

9974N

*

997+N

'

8U0#

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与人工法检测理学指标*隐血试验*镜

检结果分别见表
*

!

4

'

表
*

!!

仪器法与人工法检测粪便标本理学指标结果#

'

%

仪器法
人工法

异常 正常
合计

异常
2+ : 2:

正常
) :49 :)4

合计
2) :), 3++

!!

注!

"5+73:9

#

WB

$$

B5+7)),

表
2

!!

仪器法与人工法检测粪便标本隐血试验结果

仪器法
人工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2 2 ):

阴性
* :23 :24

合计
), :2) 3++

!!

注!

"5*7+++

#

WB

$$

B5+79)4

表
,

!!

仪器法与人工法检测粪便标本红细胞结果#

'

%

仪器法
人工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2*

阴性
* :)- :)9

合计
*3 :-3 3++

!!

注!

"5+7+)+

#

WB

$$

B5+7))+

表
:

!!

仪器法与人工法检测粪便标本白细胞结果#

'

%

仪器法
人工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2 :9* :9,

合计
9 :9* 3++

!!

注!

"5+73++

#

WB

$$

B5+7-),

表
3

!!

仪器法与人工法检测粪便标本虫卵结果#

'

%

仪器法
人工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2

阴性
* :9) :9-

合计
2 :9- 3++

!!

注!

"5*7+++

#

WB

$$

B5+7:9-

表
4

!!

仪器法与人工法检测粪便标本真菌结果#

'

%

仪器法
人工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2 : 4

阴性
* :9, :9:

合计
, :9) 3++

!!

注!

"5+7,)3

#

WB

$$

B5+7::+

'

!

讨
!!

论

!!

粪便常规检查对防治肠道传染病#判断胰腺外分泌功能#

了解消化器官是否有出血或寄生虫感染及筛查消化道肿瘤具

有重要意义(

:#3

)

'目前#各实验室进行粪便常规检查主要还是

依靠人工法#操作人员劳动强度大*检出率不高*难以标准化*

易交叉污染等一系列因素限制了该检测项目的临床应用(

4#)

)

'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本院采用国产的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

析仪进行粪便常规检查#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方法的可靠性'由

于目前全自动粪便分析仪粪便常规检查尚无行业标准#+全国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粪便理学检验*粪便隐血试验*粪

便有形成分镜检均是采用的人工法(

,

)

'因此#本研究以人工法

为金标准#通过仪器与人工法的对比试验#评估该仪器的可靠

性和临床应用价值'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检测理学指标$颜色*性状%

符合率为
9)7-N

#

WB

$$

B

值为
+7)),

#与人工检测结果呈高度

一致性'异常的
2)

例标本中#外观颜色明显异常的有
:

例#其

余均为性状异常$表
*

%#从而证明了隐血试验以及显微镜检查

是有必要的'仪器自动检测
L'

卡的符合率为
997:N

#

WB

$$

B

值为
+79)4

#与人工检测结果呈高度一致性&隐血试验阳性率

*:74N

'仪器自动显微镜检查红细胞的符合率为
9-7:N

#

WB

$$

B

值为
+7))+

#与人工检测结果呈高度一致性'有
)

例标

本仪器检测阳性但人工检测阴性#人工复审这
)

例标本仪器上

的图片确有红细胞'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仪器检测标本量较

人工检测量更大#所以仪器阳性检出率更高#其次是标本挑取

过程中位置有差异$表
2

!

,

%'仪器自动显微镜检查白细胞的

符合率为
9974N

#

WB

$$

B

值为
+7-),

#与人工检测结果呈高度

一致性$表
:

%'仪器有
2

例白细胞漏检#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

人工检测时对破碎的白细胞成分等均会辨认#而仪器在复杂背

景下对白细胞的认知程度稍低于有经验的检验人员'本研究

发现#仪器自动显微镜检查虫卵的符合率为
9974N

#

WB

$$

B

值

为
+7:9-

#与人工检测结果呈较低的一致性$表
3

%'笔者认为

两种方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标本选取过程中位置有差异'

仪器自动显微镜检查真菌的符合率为
997+N

#

WB

$$

B

值为

+7::+

#与人工检测结果呈较低的一致性$表
4

%'仪器法阳性

检出率比人工检测稍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仪器检测标本量

较人工检测量更大#更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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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

3++

例住院患者的粪便隐血试验阳性率

*:74N

#稍低于国内其他报道(

-#9

)

&镜检红细胞阳性率大大低于

隐血试验阳性率#与国内近几年的报道基本相符(

*+

)

'隐血试

验阳性率高于红细胞镜检的阳性率#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

*

%

上消化道出血镜检可能无法检出被破坏的细胞而
L'

卡可能

检出&$

2

%

L'

卡受部分食物或药物影响可出现假阳性&$

,

%

L'

卡检测灵敏度为每微升
:

个左右#而镜检受食物残渣等干扰#

灵敏度相对来说略低于
L'

卡&$

:

%标本采集*检测过程中系统

误差等'

本研究结果表明#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自动化程

度高#操作简便#减低了检验人员的工作量#有效提高检验效

率#综合检测速度快'该仪器有形成分检出率均较高#仪器检

测结果与人工检测结果呈高度相关#结果可靠&该仪器使用一

次性计数板避免了交叉污染#大大降低了生物安全风险&该仪

器提供图文并茂的检验报告#向临床提供了理学检测图片和结

果*隐血检测图片和结果*有形成分镜检图片和结果#为精确诊

断和治疗提供了科学的实验室大数据'

综上所述#

8U0#342

全自动粪便分析仪各方面设计较为

完善*操作规范*检测方便*试验可信*结果可靠#在实验室诊断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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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检测在新生儿窒息后心肌损伤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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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肌钙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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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肌酸激酶同工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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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在新生儿窒息后心肌损伤中的

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2+*:

年
)

月至
2+*4

年
4

月该院收治的窒息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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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时还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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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且足月的新生儿!采

用酶动力学法和免疫化学发光法对所有新生儿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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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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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检测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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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窒息组&重度窒息组

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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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PW#T'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且重度窒息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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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高于轻度窒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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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程度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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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电图改

变的窒息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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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高于无心电图改变的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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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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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T'

水平变化均能较好地反映出心肌损伤的严重程度!可作为新生儿窒息后心肌损伤严重程度的重要诊断指标!亦可早期发

现新生儿的心肌损伤情况!以便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心脏功能!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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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是我国新生儿最为常见的一种疾病#是导致新

生儿残疾的最主要的原因'新生儿窒息是由产前*产时*产后

等环节中一些原因导致的新生儿因缺氧而损伤到脏器#导致发

病和残疾#甚至死亡(

*

)

'低氧血症*酸中毒及高碳酸血症都是

新生儿窒息主要病理生理改变引起的疾病#且新生儿窒息多见

于产科#该病发生的概率与妊娠期的保健*分娩条件以及处理

新生儿的方法和技术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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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直接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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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在

本院妇产科及儿科治疗的窒息新生儿进行连续观察#探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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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在新生儿窒息后对心肌损伤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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