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产等病史&年龄也选为
'J

%

CA

岁#平均$

C&@&iC@>

%岁+

A@B

!

研究方法
!

$

%

%标本采集及保存!抽取观察组和健康对照

组每个对象空腹静脉血
CF*

#离心分离血清+

_5=/

当天测

定#遇节假日不能当天检测的置
'

%

BZ

保存#标本待测#最长

不超过
>R

&检测
,=

时把血清置
g'&Z

冻存#每隔
'

周取出测

定
%

次+$

'

%检测方法!

_5=/

采用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的
_*#[=

试剂盒#步骤严格按操作说明书进行#每次

添加空白对照孔和阴阳性质控孔#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全部

的吸光度值读数由中德合作无锡华卫德朗朗仪器有限公司生

产的
<!1'&&,;

酶标测定仪完成#计算
0MN9PP

值#样本吸光度

值大于或等于
0MN9PP

值为阳性#样本吸光度值小于或等于
0MN1

9PP

值为阴性+

,=

采用美国拉姆德公司原装进口
_*#[=

试剂

盒#步骤严格按操作说明书和标准要求执行#最后结果参比阴

阳性对照#不变色为阴性#蓝色为阳性+

A@C

!

统计学处理
!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4[[

%C@&P9:T7IR9TH

软件包进行电脑自动运算#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观察组$

![=

患者组%

%(C

例和健康对照组$健康妊娠组%

%&'

例中#

![=

患者组和健康妊娠组的
_5=/

阳性率和
,=

阴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即两种抗体在

![=

患者病因诊断中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见表
%

+

表
%

!!

观察组与健康对照组两种抗体百分率比较

组别 例数$

'

%

,=

'

'

$

D

%(

_5=/

'

'

$

D

%(

![=

患者组
(C %%C

$

(A@CC

%

>(

$

CK@C(

%

健康妊娠组
%&' %&

$

A@B&

%

J

$

(@B(

%

!

'值
g BA@CJ '(@%J

"

值
g

&

&@&%

&

&@&%

!!

g

!表示无数据&

_5=/

为阳性例数$阳性率%&

,=

为阴性例数$阴

性率%+

C

!

讨
!!

论

在导致
![=

的免疫因素中#有临床研究资料表明#

_5=/

和
,=

占了较大的份量'

%1B

(

+

_5=/

是育龄女性在子宫内膜炎

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病理情况下#产生专门针对子宫内膜的

特异性抗体#它能引起子宫内膜的免疫损伤#干扰阻碍受精卵

着床或胚胎发育#最终结果以不显著的早,中期流产'

%1'

#

J1B

(

+

,=

是人类白细胞抗原,滋养层及淋巴细胞交叉反应抗原等刺

激母体免疫系统#所产生的一类
#

S

a

型抗体#它是母体针对胚

胎抗原产生的一种保护性抗体+如果妊娠时母体缺乏
,=

#就

会引起母体同种免疫识别保护功能低下#使母体免疫系统把胚

胎当作异物来排斥清除#造成妊娠终止而流产'

C1(

#

A1%&

(

+在本研

究结 果 中#

%(C

例
![=

患 者
_5=/

阳 性
>(

例 $阳 性 率

CK@C(D

%,

,=

阴性
%%C

例$阴性率
(A@CCD

%#明显高于健康妊

娠女性中占
J

"

%&'

$

(@B(D

%,

%&

"

%&'

$

A@B&D

%的比例#两组之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
_5=/

的存在和
,=

的缺乏与
![=

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对
![=

患者常规开展
_51

=/

或
,=

检测有较大的临床意义#可为该病患者确定病因诊

断和对症治疗提供准确的临床依据+

综上所述#随着生殖免疫医学的更加深入研究和发展#会

越来越意识到
,=

,

_5=/

在
!=[

患者免疫因素中的重要性#

认为此两种抗体的检测#在该病患者的诊疗中有重要的,不可

忽视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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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童寄生虫成虫的检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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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使用现代检验医学仪器的今天#仍需讲究.显微镜

下的硬功夫/#这是保证临床检验工作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

%

(

+

随着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卫生条件的改善#寄生虫感染的概率

日益降低#年轻的检验工作者接触寄生虫标本的次数会比较

少+如果因为经验的匮乏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不重视#就有可

能会贻误或影响寄生虫病的诊断+如何在常规镜检中快速,有

-

K%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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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C'

卷第
J

期
!

#IN\*-/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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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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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确诊寄生虫#提高其检出率#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A

!

临床资料

患儿#男#

>

岁#居住农村#因发现粪便有虫子且全身皮肤

有搔痒症状#于
'&%&

年
B

月
%(

日夜间来本院就诊+粪便检验

过程中肉眼观察到呈黄色,稀糊状#约有十余条比米粒稍大虫

体#镜检未见红,白细胞#也未见任何虫卵#隐血试验为阴性+

用生理盐水清洗虫体#仔细观察虫体呈线状细长乳白色,尖尾#

长度约在
%%FF

左右+虫体在显微镜高倍镜下观察#观察到

如下特征!虫体前端两侧角皮膨大,形成头翼#咽管末端球状物

明显#虫体子宫内充满虫卵等+再与电子医学图谱的蛲虫$蠕

型住肠线虫%虫体形态验证对比#初步断定为蛲虫雌性成虫并

及时发出检验诊断报告#患童病情得到针对性治疗后好转+

B

!

讨
!!

论

寄生虫的成虫,虫卵的检出率低除了与感染率有关系外#

也与检验因素密切相关!$

%

%标本要求#如粪便新鲜程度,容器

污物,尿液混杂等情况都会成为影响寄生虫镜检的重要因

素'

'

(

+$

'

%检测要求#如蛲虫一般不在人体肠道产卵#主要在肛

门外排卵且被黏附在肛周皮肤上#所以粪便虫卵的检出率远远

不及肛周虫卵+其中透明胶纸拭子法作为公认的理想方法检

查肛周虫卵#广泛应用于城乡地区儿童的健康调查中'

C1>

(

+$

C

%

熟悉程度#关于寄生虫病原检查的教材往往对虫卵的实验诊断

会有较详细的描述#会作严格要求#相比之下检验人员对成虫

虫体形态特征不太熟悉#应加以重视+

关于提高寄生虫疾病的检出率问题#检验科室需要做到
C

个加强!$

%

%加强检验科自身建设#这是关系到分析前阶段质量

保证的前提'

(

(

+因此需要提高检验者的工作责任感#加强专业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加深对寄生虫成虫,虫卵的认识+

$

'

%加强对现代化辅助信息的利用+寄生虫的种类太多太繁

复#形态不一+即使是专业人员#也只能基本掌握一些常见致

病寄生虫的实验诊断+在现代化辅助信息方面#可充分利用医

院局域网上寄生虫相关资料和电子医学图谱的信息#能快速,

有效地确认寄生虫不同阶段的形态特征#给患者提供及时,有

效的治疗+$

C

%加强与临床的合作#建立完善检验与临床协作

体系'

J

(

+目前临床上对于蛲虫等常见儿童寄生虫病的病理改

变,症状表现,治疗措施比较熟悉#而对成虫形态却较为陌生#

检验人员可以帮助其加深对成虫形态的认识#及早明确诊断#

更好地改进医疗服务&同样检验方面如遇到特殊,疑难标本#难

于下决断时可及时与临床取得联系#共同分析,探讨其异常结

果的可能性#开阔检验思维#有效提高检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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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地震伤员血常规及生化指标检测的意义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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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乔登嫣!柳渊洁

"甘肃省中医院检验科!兰州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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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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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JC1K%C&

"

'&%%

#

&J1&B%>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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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K

月
%K

日#青海玉树地区发生里氏
J@'

级地震#

为了解伤员的总体机体状态#进行了血常规,生化指标的检测

及甲型肝炎抗体,丙型肝炎抗体,乙型肝炎三系统,梅毒螺旋体

抗体初筛实验#现将检测结果分析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CJ

例伤员#其中男
'&

例#女
%J

例#年龄
C

%

JJ

岁#平均
C'@(

岁#均为藏族#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各部位

骨折及肌肉,软组织损伤#未出现休克等症状+

A@B

!

仪器与试剂
!

日本
[c[5_̂

公司
$̂1%B&&7

全自动血液

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日本日立公司
J&B&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

配套试剂#洗板机,酶标仪及北京万泰公司的酶免试剂盒+

A@C

!

方法
!

静脉采血进行血常规,生化全项,甲型肝炎抗体,

乙型肝炎三系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螺旋体抗体初筛实验#血

常规,生化全项所测结果与)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C

版%

提供的参考值对比#判定升高或降低#并对生化检测项目高于

正常值人数较多的
=*$

,

=[$

,

*<+

,

6)

与孙继兴等'

%

(报道

的参考值进行对比#判断升高例数+

B

!

结
!!

果

B@A

!

血常规检测结果
!

入院后首次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CJ

例伤员血常规检测结果比较

项目 正常例数$

'

% 升高例数'

'

$

D

%(

X,6 'B A

$

'K@C

%

!,6 'A %

$

'@J

%

+6$ '( C

$

B@%

%

+, 'C K

$

%&@B

%

4*$ C> '

$

>@K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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