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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体外试验的结果敏感与否#均应报道对所有
%

$

内酰

胺类抗生素$包括头孢菌素*亚胺培南&耐药#因为大多数
W($

';

感染者临床上对上述抗生素没有反应)本研究结果以及临

床经验也证实了这个观点)

综上所述#加强感染控制措施#积极治疗并隔离
W(';

感

染者和治疗
W(';

携带者)通过严格医务人员洗手及加强病

房消毒措施#切断传播途径#防止
W(';

在医院感染的发生和

流行)加强对葡萄球菌感染的检测与控制#是预防医院感染的

关键措施#对其临床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析以及时了解细菌分

布及耐药动态#协助临床医师制订适宜的用药方案#合理使用

抗生素#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对降低医院感染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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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
R

反应蛋白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由
!

癑!孙
!

静

"天津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
R

反应蛋白"

R(_

$水平在评价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

UR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病变范围中的临床意

义%方法
!

采用透射比浊法检测
3.

例活动期
UR

患者以及
%.

例健康对照者血清中
R(_

水平%结果
!

UR

轻度组与健康对照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而
UR

中度组和
UR

重度组分别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UR

轻&

中&重度组
,

组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直肠乙状结肠组&左半结肠组&全结肠组
,

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0

$%结论
!

检测活动期
UR

患者血清中
R(_

水平可作为活动期
UR

的辅助诊断&病情判断&疗效评估的一个重要

指标%

关键词"结肠炎!溃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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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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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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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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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

FG=BA@C8MB=<G8C89

#

UR

&是一种以腹泻*黏液

脓血便*腹痛为主要症状的肠道常见病#以起病缓慢*病程迁

延*反复发作为特点)近年来#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发病机

制尚未完全清楚#目前多认为是可能与遗传因素*感染及免疫

异常有关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R

反应蛋白$

R$AB@=C8MB

?

A<CB8:

#

R(_

&是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期蛋白#是机体炎性反应

的一项敏感指标#对感染*炎症*组织损伤等发生非特异性反

应)近年来#研究发现
R(_

不仅仅运用于炎症的诊断*细菌感

染和病毒感染的鉴别'

&

(

#更为重要的是
R(_

在机体防御反应*

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病等疾病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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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R(_

可以反映
UR

患者的临床疾病的严重程度#本研究

旨在探讨血清中
R(_

水平在评价活动期
UR

患者病情严重程

度及病变范围的临床意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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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活动期
UR

患者
3.

例$不包括同时伴有感染

和其他活动性自身免疫疾病者&来自本院消化科住院患者#其

中男
1%

例#女
,3

例#年龄
&1

"

/3

岁#平均
1%-0

岁)全部病例

均符合
%...

年成都召开的全国炎症性肠病研讨会制订的-对

炎症性肠病的诊断治疗规范的建议.所规定的诊断标准)并根

据该标准将
3.

例活动期
UR

患者分为轻度
UR

组
%0

例*中度

UR

组
%3

例和重度
UR

组
%6

例)

3.

例患者中#其中
00

例活

动期
UR

患者行电子结肠镜检查后明确病变范围#病变累及直

肠乙状结肠
&6

例*左半结肠
%,

例和全结肠
&0

例)

%.

例健康

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3

例#年龄
%.

"

6,

岁#

平均
14-0

岁)

B-C

!

方法

B-C-B

!

标本采集
!

早晨采空腹静脉血#用无抗凝剂的真空采

血管#采血后立即分离血清待检)

B-C-C

!

仪器和试剂
!

美国雅培模块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R$

3...

)

R(_

试剂由上海蓝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采用透射比

浊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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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_''&,-.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对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计量资料非参数检验#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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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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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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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情活动期
UR

患者及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R(_

的

水平
!

活动期
UR

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R(_

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UR

轻度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而
UR

中度组和
UR

重度组分

别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UR

轻*

中*重度组
,

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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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情活动期
UR

患者及健康对照组

!!

血清中
R(_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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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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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 &-.%i.-36

UR

轻度组
&6 1-/4i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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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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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

重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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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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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UR

轻度组比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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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与
UR

中度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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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变部位活动期
UR

患者及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R(_

的水平
!

直肠乙状结肠*左半结肠*全结肠组分别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而
,

组之间两两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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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变部位活动期
UR

患者及健康对照组

!!

血清中
R(_

的水平#

/i@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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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健康对照组
%. &-.%i.-36

直肠乙状结肠组
&6 &4-%.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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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半结肠组
%, %6-,%i,&-&6

"

全结肠组
&0 ,6-/1i%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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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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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D

!

讨
!!

论

炎症性肠病$

*!X

&包括
UR

和克隆病$

RX

&#目前认为是在

遗传物质和环境因素的基础上#由于各种微生物抗原的刺激#

激活体内免疫系统#导致细胞因子网络的平衡受到破坏#各种

炎症细胞活化*黏附分子表达异常#并向炎症部位聚集#释放多

种炎性因子#从而导致肠组织的慢性炎性反应'

1

(

)目前#缺乏

简单*实用且敏感的诊断和评价
UR

病情活动性和严重性的指

标)某些特殊抗体*细胞因子及细胞黏附分子等指标在
UR

活

动期有一定变化#但检测技术要求较高#费用较贵#使用有一定

局限性)内镜检查虽然直观#但不能频繁重复进行#标本也仅

限于肠黏膜表面'

0

(

)因此#近年来活动期
UR

患者血清中
R(_

与病情严重性的相关研究备受重视)

R(_

主要在肿瘤坏死因

子$

+c)$

-

&*白细胞介素
/

$

*V$/

&*白细胞介素
&

$

*V$&

&等细胞

因子介导下由肝脏产生#且外周淋巴细胞也能合成少量的

R(_

)

R(_

能与磷脂酰胆碱*脂蛋白*脂多糖*胆固醇等多种

配体结合#这些配体是细菌*真菌和人类细胞的成分#当这些物

质由入侵的微生物或受到损伤的自身细胞释放出来时#

R(_

就可以通过
R@

%5或本身的阳离子结合部位与之结合#经过经

典途径激活补体#消除外来致病因子及损伤细胞#为组织的修

复创造条件'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活动期
UR

患者血清中
R(_

显著高于

健康人#提示
R(_

与
UR

的发病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反映中

度*重度
UR

的活动性%并且随着活动期
UR

病情的加重患者

血清中
R(_

的含量逐渐增高#提示
R(_

水平与病情的轻重程

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国外报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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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原因是由于
UR

发病

过程中细胞因子网络调节失去平衡#产生过多的炎性细胞因

子#他们可刺激干细胞合成
R(_

#也可活化血管内皮细胞和血

小板等免疫细胞高表达黏附分子#吸引炎性细胞引起和加重肠

组织的炎性反应#进而反映炎性反应的强弱和肠组织损伤程

度'

1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活动期的
UR

患者血清中
R(_

水

平与病变范围无相关性#也就是不能用
R(_

来判断活动期
UR

病变范围的大小)有研究报道
R(_

受药物影响较血细胞沉降

率沉更迅速明显#也可以认为
R(_

具有快速反映药物治疗效

果的特点#因此活动期
UR

患者血清中
R(_

水平可以指导临

床用药'

3

(

)

检测活动期
UR

患者血清中
R(_

水平对疾病的诊断虽特

异性不强#但能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

4

(

#可作为活动期
UR

的

辅助诊断*病情判断*疗效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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