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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ỲF

进行白血病的免疫表型分析已是现代血液学诊

断恶性血液病&淋巴瘤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准之一-

6

.

%但由于受

医院设备条件和地理等因素的限制!采样送检与上机检测时间

往往不能紧密衔接!样品保存时间过长会影响结果%

本组测定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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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凝的骨髓标本!细胞膜

YS$

&

YS!"

&

YS!$

&

YS$$

&

YS!!*

抗原表达在
!#I

内检测结果

是可靠的+细胞浆内抗原
3YS$

&

3YS*",

在样品保存至
6%I

荧

光强度与
&I

相比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2&(

,!而

FXA

的荧光强度在保存至
$#I

有显著降低*

E

$

&2&(

,%故建

议!对骨髓标本细胞膜荧光强度的检测!应在
!#I

内完成!而

细胞浆内抗原除
FXA

应在
$#I

内完成外!

3YS*",

&

3YS$

可

在
6%I

内完成检测%

细胞膜
YS$

表达的阳性细胞数在标本放置到
'6I

后逐渐

增高!放置到
$#I

与
&I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这是否与放置时间过长使
YS$

细胞膜通透性增加!胞浆内抗

原暴露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YS!"

&

YS!$

&

YS$$

及

YS!!*

在样品放置
'6I

后逐渐降低!到
$#I

与
&I

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

)

&2&(

,+细胞浆内抗原
FXA

在标本放置到

'6I

后逐渐降低!到
$#IFXA

阳性细胞数明显低于
&I

的阳

性细胞数*

E

)

&2&(

,!而
3YS$

&

3YS*",

在保存到
6%I

与
&I

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

,%故建议!对骨髓标本阳性细

胞数检测应在
$#I

内完成+而
3YS$

&

3YS*",

可在
6%I

内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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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脂蛋白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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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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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

在冠心病患者中的

变化情况%方法
"

以
%&

例冠心病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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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空腹采血"测定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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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

度%结果
"

冠心病患者血清
9X

!

,

#$

7

O

47!

$

7

O

4V

浓度及
7

O

47!

+

7

O

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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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综合评定冠心病患者的病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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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

34>4-,>

P

IG,>+H10G,0G

!

YCS

,是世界范围内危

害最大的心脏病!也是我国成人心脏病死亡的第
!

位原因%其

形成和发展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血脂&炎症&遗传因素等%

脂蛋白
,

-

9X

*

,

,.&载脂蛋白
7!

*

7

O

47!

,&载脂蛋白
V

*

7

O

4V

,

则是其中的重要指标-

!

.

%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

6#2'$b(2*%

,岁!为健康体检人群%

YCS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2%*b%2!$

,岁+其中稳定型心绞痛

*

:7X

,

'(

例!男
!6

例!女
!!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L7X

,

$#

例!

男
'6

例!女
!'

例+心肌梗死*

7F?

,

!"

例!男
!'

例!女
*

例%

?2@

"

方法
"

冠脉造影采用
DNHR1-0

法!按狭窄程度大于或等

于
(&8

为冠心病诊断标准%所有受试者清晨空腹!抽取静脉

全血
(59

用肝素锂抗凝!

9X

*

,

,&

7

O

4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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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

检测采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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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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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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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汇生化试剂!按标准操作规程在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

仪析上测定%

?2A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用
:X::

统计软件处理!以
(b:

表

示!组间比较用
<

检验%

@

"

结
""

果

对照组和
YCS

各组的
9X

*

,

,&

7

O

47!

&

7

O

4V

&

7

O

47!

(

7

O

4V

的检测结果见表
!

%

YCS

患者
9X

*

,

,&

7

O

47!

&

7

OO

V

&

7

O

47!

(

7

O

4V

的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2*8

&

("268

&

(*2$8

&

#&2!8

!

6

项指标联合检测的阳性率则为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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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和
YCS

各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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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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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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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组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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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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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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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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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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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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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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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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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
YCS

主要的潜在病因之一!最近研

究发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不仅仅是脂质的沉着!实际上还包括

炎性反应%

9X

*

,

,结构与低密度脂蛋白相似!在人体内含量主

要由遗传因素决定!受性别&饮食和环境的影响较小!在每个人

的一生中其水平相对稳定%

9X

*

,

,的升高与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密切相关!为
YCS

的独立危险因素-

'

.

!同时
9X

*

,

,也是
!

种

比其他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更为敏感的炎症标记蛋白%谢炎

等-

$

.研究发现
9X

*

,

,减弱纤溶!促进血凝!提示它与纤溶蛋白

溶解酶原相似!能参与纤溶!这些研究支持
9X

*

,

,具有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发生及促进血栓形成的作用%本研究中
YCS

各

组的
9X

*

,

,的水平
7F?

$

L7X

$

:7X

!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

著差异*

E

)

&2&!

,!且
7F?

组和
L7X

组升高非常明显!提示

9X

*

,

,对预测急性冠脉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意义!与
:3I-G1HG>

等-

6

.提出的高水平
9X

*

,

,可作为
YCS

进展的独立危害性预测

值结果相符%

脂代谢紊乱在
YCS

发病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

7

O

47!

&

7

O

4V

是影响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重要载脂蛋白!

7

O

47!

主要由小肠和肝脏产生!主要存在于高密度脂蛋白中!

7

O

47!

有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氧化!调节炎性反应及参与激活

卵磷脂胆固醇酯酰基转移酶的作用!

7

O

47!

还可以直接作用

于动脉壁!促进胆固醇从动脉壁流出!这对于抗动脉粥样硬化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

%

7

O

47!

的浓度可反应
YCS

病变的

程度!二者呈负相关-

#

.

%

7

O

4V

由肠黏膜上皮和肝脏实质细胞

合成!与脂质结合入血后!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载脂蛋白!运

输内源性胆固醇和三酰甘油!其作用正好和
7

O

47!

相反!能加

速动脉粥样硬化!与
YCS

的发生呈正相关!研究表明!

7

O

4V

浓度增高对
YCS

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且
7

O

47!

(

7

O

4V

更能

确切地反映二者在体内的水平!说明
7

O

47!

(

7

O

4V

的比值在

YSC

的评估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中!

YCS

各组中

7

O

47!

&

7

O

47!

(

7

O

4V

均低于对照组!

7

O

4V

水平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2&!

,!说明
YSC

患者体内致动

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增加!而保护性因子减少!但
YCS

各组

间
7

O

47!

&

7

O

4V

&

7

O

47!

(

7

O

4V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2&(

,!说明载脂蛋白与急性炎症无关!是
!

种慢性指标%

9X

*

,

,&

7

O

47!

&

7

O

4V

在
YCS

的发病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指

标联合检测!形成对
YCS

多角度观察!对
YCS

的治疗及预后

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

. 韩振武!韩迎春!乾月晶
2

冠心病患者四项指标临床变化探讨-

D

.

2

中国误诊学杂志!

'&&%

!

%

*

$!

,'

*#&')*#&$2

-

'

. 邵泽伟
2

脂蛋白*

,

,与动脉粥样硬化和多种疾病的关系-

D

.

2

国际

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6)('#2

-

$

. 谢炎!刘松梅!周新
2

脂蛋白*

,

,与心血管疾病-

D

.

2

国际检验医学

杂志!

'&&%

!

'"

*

(

,'

6#")6*&2

-

6

.

:3I-G1HG>F

!

\1+_+N5D9

!

a4N-

.

:U

!

G+,=2C1

.

I=GMG==1

O

4

O

>4+G1-

*

,

,

GT

O

>G0014-1-+>,-0

.

G-13513G

'

GM1HG-3G@4>4T1H1_GH

O

I40

O

I4)

=1

O

)1H01-=1

O

4

O

>4+G1-

*

,

,

EN+-4+1-=4̂ HG-01+

P

=1

O

4

O

>4+G1-0

-

D

.

2D

91

O

1HBG0

!

'&&(

!

6#

*

6

,'

*#")**%2

-

(

. 黎明!刘志敏
2

载脂蛋白
7!

抗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

D

.

2

生物

工程学!

'&&$

!

!"

*

6

,'

$%")$"&2

-

#

. 黄泽智!肖育萍!何跃华
2

血脂指标的比值对冠心病诊断价值的临

床探讨-

D

.

2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6')%6$2

*收稿日期'

'&!&)&()&%

,

!经验交流!

'

型糖尿病患者缺血修饰清蛋白与炎性反应及高血糖的关系

邹江玲"程声波

!湖南省浏阳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

6!&$&&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缺血修饰清蛋白!

?F7

#与炎性反应及高血糖的关系%方法
"

测定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

和
6&

例健康对照者空腹血糖!

V̀U

#$糖化清蛋白!

U7

#$

?F7

及高敏
Y

反应蛋白!

I0)YBX

#等指标"并分析其相关性%结果
"

'

型

糖尿病患者
V̀U

$

U7

$

?F7

和
I0)YBX

水平较健康对照者显著升高!

E

)

&2&!

#%相关分析表明"

?F7

与
V̀U

$

I0)YBX

均具有相关

性!

E

)

&2&(

#%结论
"

'

型糖尿病患者具有较高的血清
?F7

水平"且
?F7

水平与高血糖与炎性反应明显相关%

关键词"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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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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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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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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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往往容易并发心血管疾病!其机制尚不完全清

楚!除与高水平血糖的毒性直接有关外!与患者血压升高&血脂

水平异常&氧化应激&慢性炎症&缺氧和缺血等高危因素也不无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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