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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同型半胱氨酸和超敏
Y)

反应蛋白的检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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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冠心病!

YCS

#患者同型半胱氨酸!

C3

P

#和超敏
Y)

反应蛋白!

I0)YBX

#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

例

YCS

患者"按临床诊断分为急性心肌梗死组!

7F?

#

$&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组!

L7X

#

'&

例$稳定性心绞痛组!

:7X

#

'!

例"以及对

照组
(#

例%采用
Q9?:7

法测定
C3

P

含量"特种蛋白仪测定
I0)YBX

含量%结果
"

YCS

各组
C3

P

$

I0)YBX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

E

)

&2&&!

#"且随着病情的进展"

C3

P

$

I0)YBX

含量逐渐增高"以
7F?

组为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I0)YBX

对急性冠

脉综合症!

7Y:

#的灵敏度为
%62(!8

"显著高于
C3

P

诊断的灵敏度!

#$2$%8

#!

+

'

Z*2!#6

"

E

)

&2&!

#%二者联合诊断灵敏度可达

"!2((8

%结论
"

C3

P

和
I0)YBX

与
7Y:

关系密切"高
C3

P

血症可能是
I0)YBX

升高的诱因之一"在胸痛早期加强二者的检测有

助于
7Y:

的风险评估及早期诊断%

关键词"冠心病,

"

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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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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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

34>4-,>

P

IG,>+H10G,0G

!

YCS

,是目前世界上危害

最大的心脏病!其中急性冠脉综合征*

,3N+G34>4-,>

P

0

P

-)

H>45G

!

7Y:

,危害最大!研究表明!同型半胱氨酸*

I4543

P

0)

+G1-G

!

C3

P

,&超敏
Y)

反应蛋白*

I1

.

I)0G-01+1M1+

P

Y)>G,3+1MG

O

>4)

+G1-

!

I0)YBX

,是动脉粥样硬化独立的危险因素-

!)'

.

%本研究通

过检测
YCS

患者血中
C3

P

&

I0)YBX

水平!探讨
YCS

的严重

程度与
C3

P

&

I0)YBX

的相关性%

?

"

资料与方法

?2?

"

研究对象
"

选取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内科与急诊内科收

治的
YCS

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6!

!

*"

岁!平均

*

#'2$!b*2%"

,岁+其中急性心肌梗死*

7F?

,

$&

例&不稳定型

心绞痛*

L7X

,

'&

例和稳定型心绞痛*

:7X

,

'!

例%同时!选择

体检健康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6&

!

*"

岁!平均*

#$2**b%2#$

,岁%

?2@

"

标本采集
"

受检者于清晨空腹抽静脉血
$59

!其中
!2(

59

用于当日测定
I0)YXB

!余
!2(59

以
QS;7

抗凝!

!I

内

$(&&>

(

51-

离心
(51-

!分离血浆
]*&c

冷藏!以备测定
C3

P

%

?2A

"

检测方法
"

C3

P

测定采用
Q9?:7

法!试剂盒为挪威
7T10

公司产品+

I0)YBX

测定采用散射免疫比浊法!试剂由德灵诊断

产品有限公司提供!测定在德灵
VKX

特种蛋白仪上进行%

C3

P

和
I0)YBX

均以大于健康对照组检测浓度的均数
l'

倍标

准差为阳性!即
C3

P&

!#2"&

#

54=

(

9

&

I0)YBX

&

'2"$5

.

(

9

%

?2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

.

5,0+,+$2&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
(b:

表示!

'

组之间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均数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率的比较用
+

' 检验!以
E

)

&2&(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YCS

组及对照组的
C3

P

&

I0)YBX

检测结果
"

见表
!

%与

对照组比较!

YCS

组
C3

P

&

C0)YBX

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

学差异*

E

)

&2&!

,%

L7X

组较
:7X

组
I0)YBX

浓度升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7F?

组较
L7X

组和
:7X

组
C3

P

及
I0)YBX

浓度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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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各项指标诊断灵敏度
"

C3

P

对
YCS

的诊断灵敏度为

#$2$%8

*

6(

(

*!

,!特异性为
!&&8

*

(#

(

(#

,%

I0)YBX

对
YCS

的诊断灵敏度为
%62(!8

*

6"

(

*!

,!显著高于
C3

P

*

+

'

Z*2!#6

!

E

)

&2&!

,!特异性为
"#26$8

*

(6

(

(#

,%二者联合诊断灵敏度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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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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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
C3

P

与
I0)YBX

比较

组别
# C3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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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YBX

*

5

.

(

9

,

对照组
(# !&2$%b$2'# !26*b&2*$

YCS

组
*!

!"2&%b(2#&

#

!#26'b#2"&

#

"

7F? $& ''2'$b#2%$ '62((b*2$(

"

L7X '&

!*2$*b(2"'

-

!$2$&b62%'

-

"

:7X '!

!(2%$b62("

-

*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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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E

)

&2&!

+与
7F?

组比较!

-

E

)

&2&(

+与

L7X

组比较!

!

E

)

&2&(

%

A

"

讨
""

论

7Y:

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并发症!临床包括
L7X

&

7F?

%

7Y:

患者是否能有理想的临床治疗效果及预后!在胸

痛早期做及时的筛查评估及确诊尤为重要%

C3

P

为一种含硫分子的氨基酸!是由甲硫氨酸经代谢后生

成的中间代谢物%高
C3

P

血症是近年来发现的新的针对
7Y:

的独立危险因素-

$)6

.

%洪楷等-

(

.研究发现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中
C3

P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与梗死面积大小呈正相关%

本研究对
YCS

各组
C3

P

研究显示!

YCS

各组的
C3

P

含量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

)

&2&!

,!并且随病

情的加重!

C3

P

含量逐渐增高!说明
C3

P

水平和
YCS

的严重

程度密切相关!这与国内外许多报道相符-

#

.

%

I0)YBX

具有由
(

个亚单位组成的环状对称化学结构!有

炎性反应存在时!

I0)YBX

明显升高%

I0)YBX

水平是判断组织

损伤的较敏感指标%李岚岚等-

*

.观察
YCS

患者
I0)YBX

&血脂

水平的变化发现!

I0)YBX

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7

O

4V

&

9X

*

,

,呈显著正相关*

E

)

&2&(

,!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7

O

47!

呈显著负相关!认为
I0)YBX

可辅助
YCS

的诊断!

与血脂联合检测对
YCS

的危险性评估及预后判断有重要价

值%本研究结果表明!

YCS

患者血清
I0)YBX

浓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随着病情的加重!血

清
I0)YBX

浓度逐渐增高!说明
I0)YBX

是判断
7Y:

患者早期

危险性分级的重要指标-

%

.

!

I0)YBX

升高可能反映了动脉本身

内在炎性反应和组织损伤!可用
I0)YBX

预测
YCS

的严重程

度及判断预后情况%

本研究同时发现!

I0)YBX

对
YCS

诊断的灵敏度为

%62(!8

!显著高于
C3

P

*

E

)

&2&!

,!而二者联合诊断灵敏度可

达
"!2((8

%故在胸痛发生早期!在
7Y:

常规检查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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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E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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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2$'

!

K42$



增加患者
C3

P

及
I0)YBX

的检测!可在
7Y:

患者的心肌损伤

可逆阶段作出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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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阴道分泌物白细胞数量!

\VY

#及女性不同年龄阶段中滴虫$霉菌及线索细胞的检出率%方法
"

对阴道

分泌物进行革兰氏染色"经显微镜检测其中的
\VY

$滴虫$霉菌及线索细胞%结果
"

阴道分泌物中滴虫在
\VY$l

和
\VY6l

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2(*8

"

'$2"&8

"霉菌在
\VY'l

$

\VY$l

时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2&"8

"

'"26&8

"线索细胞则在
\VY

)

!&

+

CX

时检出率较高"为
%2"!8

,

E

均小于
&2&!

,滴虫$霉菌$线索细胞均在育龄期女性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2"68

"

'&2"#8

"

*2$#8

"

E

均小于
&2&(

%结论
"

滴虫$霉菌$线索细胞的检出率与女性阴道炎性反应程度及年龄段有关%

关键词"体内分泌物,

"

滴虫性阴道炎,

"

线索细胞,

"

白细胞,

"

霉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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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炎是妇科门诊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阴道分泌物检查

为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本文对
$%"'

例阴道分泌物标本中滴虫&霉菌及线索细胞的检出情况与镜检

\VY

数量!女性年龄段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就诊的

妇科患者
$%"'

例!年龄
!&

!

*%

岁%按女性各时期生理特点

将年龄分为
$

个阶段-

!

.

'性成熟前期*

!&

!

!%

岁,

'6(

例!育龄

期*

$

!%

!

6%

岁,

$!($

例!绝经期*

$

6%

!

*%

岁,

6"6

例%

?2@

"

仪器及试剂
"

日本
A=

P

5

O

N0

双筒显微镜+

&2!(654=

(

9

生理盐水!革兰染液%

?2A

"

方法
"

*

!

,标本采集'由妇科医生用窥阴器扩张阴道后!

用无菌棉拭子在阴道后穹窿&子宫颈或阴道壁上旋转拭取分泌

物!立即送检%*

'

,操作'将采集的标本立即涂于洁净的玻片

上!干燥固定后进行革兰染色!待染片干燥后在油镜下观察滴

虫&霉菌&线索细胞%

?2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率的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E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镜检阳性率
"

$%"'

例阴道分泌物经革兰染色后镜检!滴

虫&霉菌&线索细胞的阳性率分别为
%2##8

&

!"2*#8

&

#2"8

!

其中霉菌的阳性率显著高于滴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2@

"

阴道分泌物中滴虫&霉菌&线索细胞的阳性率与镜下

\VY

数量分析结果
"

见表
!

%

@2A

"

滴虫&霉菌&线索细胞的检出率与各年龄组进行分析
"

见

表
'

%

表
!

""

阴道分泌物中滴虫%霉菌%线索细胞阳性率与

"""

镜下
\VY

的关系

\VY

*(

CX

,

#

滴虫*

8

, 霉菌*

8

, 线索细胞*

8

,

)

!& **6 &2(' '2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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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由部分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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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失所引起的多细菌性紊乱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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