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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降钙素原和血清前清蛋白在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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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

_R+

$和血清前清蛋白"

_;

$在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选取
&.0

例

呼吸内科细菌感染患者为实验组!另选
0.

例体检健康者为对照组!分别采用免疫发光法和比色法测定两组血清
_R+

和
_;

水

平%结果
!

实验组
_R+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而
_;

水平低于对照组"

$

$

.-.&

$#实验组两项指标阳性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

$

$

.-.&

$%结论
!

血清
_R+

和
_;

测定可作为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常规指标!对指导抗菌剂的合理使用&

病情评估和疗效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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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是呼吸内科常见疾病#其病原体常为细

菌*病毒*真菌等#临床上常根据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P!R

&和

分类结果高低来判断是否存在细菌感染)但呼吸道细菌感染

早期和一部分严重细菌感染的患者#其
P!R

结果并未明显升

高#这给临床区分感染及合理用药带来一定困难#造成临床治

疗中盲目使用抗菌剂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国尤为严重'

&

(

)近

年来#随着实验室检验技术不断发展#血清降钙素原$

?

A<=@G=8$

C<:8:

#

_R+

&和血清前清蛋白$

?

AB@GIF>8:

#

_;

&检测成为常规检

验指标#对临床及时鉴别*诊断细菌或病毒感染性疾病提供了

新的依据'

%

(

)本实验通过对
_R+

和
_;

水平的检测分析#为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诊疗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4

年
0

月至
%.&.

年
/

月经临床

症状和细菌培养确诊为呼吸道细菌感染$均排除肝病和代谢性

疾病&且尚未使用抗菌剂治疗的患者
&.0

例为实验组#其中男

/0

例#女
1.

例#平均年龄$

0.-%i&,-/

&岁)同时选择
0.

例体

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均排除细菌感染性疾病&#其中男
%/

例#

女
%1

例#平均年龄$

13-6i&.-4

&岁)

B-C

!

方法
!

所有检测对象均在清晨空腹采前臂静脉血#离心

分离血清)

_R+

采用免疫发光法进行检测$法国生物梅里埃

公司
S*X;'

型全自动免疫仪&#正常参考值小于
.-0:

J

"

>V

#

以大于或等于
.-0:

J

"

>V

为阳性结果%

_;

采用比色法进行检

测$日本奥林巴斯公司
;U$01..

型全自动生化仪&#正常参考

值
.-&6

"

.-1%

J

"

V

#以小于
.-&6

J

"

V

为阳性结果)以上所有

参数设置与实验步骤均严格按照仪器和配套试剂操作规程

进行)

B-D

!

统计学处理
!

用
'_''&,-.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

有计量数据用
/i@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

% 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组血清
_R+

和
_;

水平比较
!

实验组
_R+

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

$

$

.-.&

&#而
_;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清
_R+

和
_;

测定结果比较#

/i@

$

组别
( _R+

$

:

J

"

>V

&

_;

$

J

"

V

&

对照组
0. .-%6i.-./ .-%%i.-.1

实验组
&.0

,-.,i.-3&

"

.-&&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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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C-C

!

两组
_R+

检测阳性率比较
!

实验组
_R+

和
_;

的阳性

率分别为
4&-1,\

和
46-&1\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和

%-..\

#结果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清
_R+

'

_;

检测阳性率比较

组别
(

阳性率'

(

$

\

&(

_R+ _;

对照组
0. ,

$

/-..

&

&

$

%-..

&

实验组
&.0

4/

$

4&-1,

&

"

&.%

$

46-&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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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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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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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快速地分析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有助于临床及时进

行针对性治疗)在临床实验室检查中#普遍以
P!R

及其分类

作为区别细菌或病毒感染的快速诊断指标)但在实际临床诊

断中常遇到部分细菌感染患者
P!R

并未升高和分类结果变

化并不明显的情况#这说明仅仅使用
P!R

指标不能全面反映

呼吸道感染的病情变化)

目前#认为
_R+

是一种新的炎症指标#在调控细胞因子网

络中发挥重要作用)

_R+

是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

Rf

&前肽物

质#由
&&/

个氨基酸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
&,̂ &.

,

#在血液中

半衰期为
%0

"

,.D

#在体内*外稳定性较好'

,

(

)正常情况下

_R+

由甲状腺
R

细胞产生#通常情况下健康人体内
_R+

被降

解#其水平非常低$

$

.-&:

J

"

>V

&)在病理情况下#

_R+

主要

是在细菌毒素和炎性细胞因子的刺激下产生#在非感染性炎症

状态下其水平通常不升高'

1

(

)有研究表明#

_R+

选择性地对

系统性细菌感染有反应#其水平明显升高'

0

(

)同时#

_R+

增高

也可作为机体细菌感染后急性期的标志物#如鉴别细菌性肺炎

与非细菌感染性肺炎*细菌性脑膜炎与病毒性脑炎等'

/$4

(

)另

有文献报道在严重感染并伴有全身炎症表现时#

_R+

水平明

显升高#而病毒感染或局部感染的患者
_R+

仅出现轻度升

高'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4&-1,\

的呼吸道细菌感染患者血

清
_R+

结果为阳性#也证实了细菌感染过程可以刺激人体内

相应细胞大量释放
_R+

)目前#关于
_R+

具体的生物学功能

及其作用机制尚需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_;

是由肝细胞合成的负急性时相反应蛋白#也是一种非

特异性宿主防御物质#可以清除感染过程中释放于循环中的有

毒代谢物#并被逐渐消耗'

&,

(

)

_;

水平与人体内病理状态密切

相关#所以在呼吸道感染急性时相反应过程中#

_;

能迅速降

低#特别在细菌感染疾病中更为明显'

&1

(

)本研究检测结果显

示#在细菌感染时#其水平的减低与感染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及时动态监测
_;

水平变化#也可有效鉴别细菌或病毒

感染%还可以进一步作为判断抗菌剂疗效和预后的观察指标)

综上所述#

_R+

和
_;

联合测定有助于感染性疾病的早期

及时诊断#

_R+

和
_;

水平的升高和降低#可作为诊断严重细

菌感染的两项重要参考数据#对指导临床合理*有效*正确使用

抗菌剂起到实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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