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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甲型
3!2!

流感重症患者
*(R

水平在病程中的变化及预后的关系!并探讨相关的治疗方法%方法
!

将

:$

例重症患者分为痊愈组
"P

例和死亡组
!P

例%收集患者入院时首次及痊愈出院"或死亡$前末次检测的
*(R

结果并进行比较!

以
*(R

参考值下限为临界值统计阳性率#将患者住院期间的
*(R

结果制成散点图并用三次方回归曲线进行最佳拟合%结果
!

在首次和末次检测的
*(R

结果中!死亡组
*(R

计数结果均显著低于痊愈组"

/

$

$#$!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痊愈组"

/

$

$#$!

$#死

亡组末次
*(R

计数结果显著低于首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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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率显著高于首次"

/

$

$#$P

$%痊愈组末次与首次的
*(R

计数结果和阳性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P

$%散点图显示死亡组的
*(R

水平在疾病过程中不断下降!痊愈组的
*(R

水平变化很小%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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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体抵御甲型
3!2!

病毒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R

水平在甲型
3!2!

流感重症患者治疗和预后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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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体受到病毒感染后#

*(R

结果常常发生变化且与病

情的变化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总结甲型
3!2!

流感患者

*(R

结果在病程中的变化及其与预后的关系#并探讨相关的

治疗方法#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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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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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

毒住院的重症和危重症成年患者共
:$

例#年龄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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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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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按临床病情发展分为痊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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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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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潜伏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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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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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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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

年龄$

:/#$i!9#/

&岁#潜伏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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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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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合并有

基础疾病的患者#痊愈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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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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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QfQ-TW

公司
WT"!$$

型全血细胞自动

分析仪#试剂与质控品均为与仪器配套的原装产品)用乙二胺

四乙酸二钾$

TS)'.d

"

&真空抗凝管采取患者静脉血
%AX

#

%0

内完成检测)全部检测过程符合血液学检验质量控制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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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收集两组患者住院期间检测的
*(R

结果)

首次和末次检测结果以
<i@

表示)以
*(R

参考值下限为临

界值统计阳性率$低于参考值下限为阳性&)应用
Q̂ QQ!&#$

统计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定量资料比较用
7

检验%阳性

率比较用
.

" 检验)将两组患者住院期间的
*(R

结果制成散

点图并用三次方回归曲线对散点图中的数据点进行最佳拟合#

以显示患者
*(R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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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在首次和末次检测的
*(R

结果中#死亡组
*(R

计数结果

均显著低于痊愈组$

/

$

$#$!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痊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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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组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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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结果显著低于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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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率显著高于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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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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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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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痊愈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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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组首次

比较)

痊愈组末次与首次的
*(R

计数结果和阳性率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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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死亡组患者的
*(R

水平随着病程的发

展不断降低)痊愈组的
*(R

水平果在病程中则变化很小#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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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
3!2!

流感病毒属于正粘病毒科#甲型流感病毒属)

临床对于病毒性感染#主要应用抗病毒药物#合并细菌感染时#

应用抗生素)目前#对甲型
3!2!

流感患者血常规的研究多

集中在
c(R

及其分类的变化上#对
*(R

的变化没有引起

重视)

*(R

内有许多与免疫有关的物质$如
R*!

*

R*%

*

RSP/

*

RSP4

*

S'+

*

QVS

酶等&)

*(R

有识别*黏附*浓缩*杀伤抗原*

清除循环免疫复合物$

R,R

&的能力#参与机体免疫调控#并有

完整的自我调控系统'

%

(

)

*(R

的主要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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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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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

%

&递呈抗原#增强
)

淋巴细胞

依赖性反应%$

:

&效应细胞样作用%$

P

&其他作用'

%.P

(

)本研究显

示#死亡组患者的
*(R

持续下降#痊愈组的患者
*(R

水平较

稳定)这可以说明
*(R

在抗感染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免疫

作用#患者
*(R

的水平有着较明确的预后意义)两组患者自

发病至入院治疗的时间相近#合并基础病比例相近#患者病程

都大于
:/0

%不同的是死亡组平均年龄较大)一般随着年龄的

增长#机体红细胞免疫功能降低'

:

(

)

死亡组患者
*(R

水平持续下降的可能原因!当遇到大量

病毒感染时#

*(R

参与免疫反应形成免疫复合物后被清除)

病程初期由于患者的
*(R

天然免疫功能差#虽然消耗了大量

的
*(R

#但吞噬细胞并不能及时有效清除病毒%高龄患者自身

合成
*(R

的生理功能下降#使机体未能及时更新补充消耗的

*(R

%随着病程的延长#患者合并细菌感染的概率增加#病情更

加恶化%虽然此时
c(R

*中性粒细胞等也会升高增强机体抗感

染的能力'

&

(

#但由于缺少
*(R

#其综合的抗感染能力持续下

降#病情不能缓解#最终导致死亡)

研究发现高压氧治疗可使
*(R

天然免疫功能低下者
*(R

天然免疫黏附功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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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素可提高
*(R

的免疫功能#并

能增强
*(R

与淋巴细胞之间的网络联系#还可增强
*(R

补体

受体的活性'

:

(

)中药和针灸对对
*(R

天然免疫有增强和调控

作用'

%

(

)

本研究显示#

*(R

在机体抵御甲型
3!2!

流感病毒的过

程中有重要的作用#

*(R

水平在甲型
3!2!

流感重症患者治

疗和预后中有重要的意义)

在预防和临床治疗甲型
3!2!

流感时#是否可应用胸腺

素促
*(R

生成素*补血活血的中药等#以及采取高压氧舱*输

入新鲜
*(R

*针灸等作为治疗方法#以增加红细胞的数量及增

强其免疫功能#在感染早期尽快地清除病毒#不至于发展为危

重病情#目前#在国内尚无相关文献报道#其实用价值有待于临

床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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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序列特异引物引导的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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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白细胞抗原"

3X'

$基因分型中常见问题的分析

和总结!提出解决措施!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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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分型质量和效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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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型中的常

见问题的主要原因(抗凝剂使用不当&蛋白质污染&

S2'

的浓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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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的含量&加样后扩增板的放置时间等%这些主要是人

为因素造成的!是可以找到原因并且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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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器官移植

工作的成熟和发展#人类白细胞抗原$

3X'

&基因分型方法也

得到发展和完善)

R̂*.QQ̂

技术是目前应用最多的技术'

!

(

#

其分辨度高*特异性强*扩增后处理过程简单#且只需借助琼脂

糖凝胶电泳判断结果)现对武警总医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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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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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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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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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

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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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

武警总医院
"$$9

$

"$$4

年肾移植标本
!"4/

例#

其中乙二胺四乙酸$

TS)'

&抗凝全血标本
!!:9

例*脾脏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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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素抗凝血标本
P

例)

@#A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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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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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
!

美国
U<8=I>S2'

提取试剂盒%德国
Î;=>87

R̂*.QQ̂ 3X'

基因分型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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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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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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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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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扩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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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酶)

@#A#@#A

!

仪器
!

德国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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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IBP/!$*

水平离心机#

Q6

D

A>

%d!P

离心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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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M"/$$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德国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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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IB->7=<IH

C

H@<I

扩增仪%北京六一仪器厂

Sff.&$

型电泳仪%柯达
UTX!$$

凝胶成像分析仪)

@#A#A

!

实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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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取
!

取 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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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凝 全 血 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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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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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其浓度和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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