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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前清蛋白'葡萄糖'肌酸肌酶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

白春洋!赵玉峰#

!张
!

茜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检验科!河南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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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急性胰腺炎"

72

%患者血清前清蛋白"

27

%(葡萄糖"

ZJN

%(肌酸肌酶"

0h

%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收

集
72

患者
">&

例!其中急性轻型胰腺炎"

+72

%

"&&

例(重型急性胰腺炎"

,72

%

>&

例!健康对照组
"&&

例&分别检测空腹血清

27

(

ZJN

(

0h

水平!并与健康人进行比较&结果
!

72

血清
27

均显著下降"

+

$

&$&"

%!

ZJN

(

0h

均显著升高"

+

$

&$&"

%$

+72

组低

27

(高
ZJN

(高
0h

发生率分别为
>DA

(

%>A

(

'#A

$

,72

组分别为
@%A

(

1&A

(

(&A

&结论
!

72

时机体存在明显的
27

(

ZJN

(

0h

代谢紊乱!监测他们在血清中的水平有助于判断病情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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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

I=NHG

P

I:=MGIH?H?9

#

72

&是常见的急腹症#近

年来发病率有所增加*轻型急性胰腺炎$

<?JOI=NHG

P

I:=MGIH?!

H?9

#

+72

&多能治愈#病死率为
&A

!

'A

#

">A

!

'&A

发展成急

性重型胰腺炎$

9GTGMGI=NHG

P

I:=MGIH?H?9

#

,72

&'病情凶险'病情

演变迅速'并发症多'危害大'病死率较高*本病缺乏病因或特

效治疗#因此深入研究影响
72

原因#早期发现重型患者及时

采取积极治疗措施是减少
72

死亡率#提高治愈率的关键*但

至今尚无简便'敏感'特异'快速'早期判断
72

的方法*本文

通过对
">&

例
72

患者血清前清蛋白$

P

MGIJ8N<?:

#

27

&'葡萄

糖$

;

JN=F9G

#

ZJN

&'肌酸肌酶$

=MGIH?:GU?:I9G

#

0h

&测定#为临床

判断
72

病情轻重及预后提供实验室依据*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1

月到本院住院

的
72

患者
">&

例#其中
+72"&&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

,72>&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健康体体检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

B$C

!

诊断标准
!

72

是依据临床症状'血和尿淀粉酶$

&

正常

值的
'

倍&'血脂肪酶$

&

正常值的
'

倍&进行诊断#腹部
0B

和

.

超检查确诊*又根据血钙
7270-4

)

评分和
8IJHKIWIM0B

评分将患者分为
+72

和
,72

#血钙浓度小于或等于
"$1(

<<FJ

"

5

#

7270-4

)

评分大于
1

分为
+72

#

7270-4

)

评分

大于
1

分和
8IJHKIWIM0B

评分大于或等于
)

级者为
,72

(

"

)

*

B$D

!

方法
!

患者入院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5

分离待

测#并取健康体检者血样测定作为对照#采用日本
7g#(&&

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统计软件分析#组间比较

采用
2

检验#所有数据采用
Be;

表示*

C

!

结
!!

果

与对照组比较#

72

患者血清
27

显著下降$

+

$

&$&"

&#血

ZJN

'

0h

显著升高$

+

$

&$&"

&%与
+72

组比较#

,72

组血清

27

明显降低#

ZJN

'

0h

明显升高$

+

$

&$&"

&#见表
"

*

72

患者

低
27

'高
ZJN

'高
0h

发生率分别为
+72

组!

>D$&A

$

>D

"

"&&

&#

%>A

$

%>

"

"&&

&#

'#A

$

'#

"

"&&

&%

,72

组!

@%A

$

%(

"

>&

&#

1&A

$

%&

"

>&

&#

(&A

$

'>

"

>&

&*

,72

组异常率显著高于
+72

组

$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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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患者
27

'

ZJN

'

0h

的水平#

Be;

$

组别
% 27

$

<

;

"

5

&

ZJN

$

<<FJ

"

5

&

0h

$

g

"

5

&

+72

组
"&& #&"e"&

#

D$1@e"$>&

#

#>&e#&

#

,72

组
>& "D&e">

#

#

"&$1"e#$11

#

#

#@&e#>

#

#

对照组
"&& '"&e"1

!

>$>&e&$1" "1>e#D

!

!!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与
+72

组比较*

D

!

讨
!!

论

72

是外科常见急腹症#在中国及欧美国家发病率呈逐年

增加的趋势#有
">A

!

'&A

发展成
,72

*

,72

是以胰腺自身

消化为基础#胰腺自身坏死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全身性疾病#其

发病凶险'病情演变迅速'并发症多'危害大'病死率较高*目

前的治疗方案不能从根本上降低
,72

的死亡率及并发症发

生#其原因就是缺少早期诊断的方法*

27

作为非特异性炎症急性时相蛋白#是细菌感染和坏死

的突出指标*有研究者认为
27

半衰期短#其水平下降可以反

映近期的营养摄入不足#而且与清蛋白水平一样#由于炎性反

应而进入血管外成分的增加#造成血清
27

水平的下降*因

此#

27

水平低反映近期营养摄取不足或严重疾病的结果(

#!'

)

*

本文与
+72

组比较#

,72

组
27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这提示在
72

时
27

可能对病情严重程度的判

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献报道#

72

时血糖升高幅度#维持时间与胰腺自身坏

死范围#程度及
,72

的发生率'病死率密切相关(

%!D

)

*本文结

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

72

患者血清
ZJN

水平显著升高$

+

$

&$&"

&%与
+72

组比较#

,72

组
ZJN

水平显著升高$

+

$

&$&"

&#

与报道相符*

72

时出现应激性高血糖主要是在发病早期#患

者处于应激状态时可使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使胰高糖素代偿

性分泌增多#出现一过性血糖升高#一般为轻度升高%另一方

面#当胰腺发生急性炎症时#由于胰腺组织出现微循环障碍#导

致水肿'缺血'坏死#影响了胰岛素的分泌和排泄#促使血糖升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6:H[5I8+GO

!

V=HF8GM#&""

!

/FJ$'#

!

YF$"(



高%

,72

严重时甚至可以毁损胰腺的功能#使血糖升高更明

显#并出现酮症酸中毒*

血清
0h

是临床诊断中常用的生化指标#目前主要作为神

经肌肉疾病和心肌梗死的酶学标志物之一(

(

)

*在
72

方面应

用报道甚少*也有报道
72

患者常伴有心脏的损伤#

0h

的测

定有助于早期发现
72

患者心肌损伤#并可作为评价
72

严重

程度及预后的指标(

1

)

*这与本研究的调查相符*

0h

之所以

能够反映病情轻重#其机制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

&能

量代谢增加!

0h

是人体能量代谢过程中的重要酶类#它可逆

地催化肌酸与
7B2

之间的转磷酰基反应*与细胞内能量运

转#

7B2

再生有直接关系(

@

)

#危重病患者病程早期往往处于代

谢活跃状态#机体产能与耗能均增加*因此#

7B2

合成与利用

亦增加#进而
0h

活性增高#透出细胞*进入血液的
0h

也就

相应增多(

"&

)

%$

#

&神经体液调节的紊乱!危重病患者在遭受致

病因素侵害时#机体处于应激状态#体内儿茶酚胺#肾上腺素水

平升高#可引起组织缺血#缺氧#损伤甚至坏死#从而导致
0h

释放入血*

综上所述#

72

时机体存在明显的
27

'

ZJN

'

0h

代谢紊乱#

与
+72

组比较#

,72

患者存在明显的低
27

'高
ZJN

'高
0h

#

因此对
72

患者
27

'

ZJN

'

0h

水平及时测定#对判断
72

的严

重程度和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为及时采取积极治疗措施#

减少
72

死亡率#提高治愈率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

) 王兴鹏
$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草案&(

[

)

$

胰腺病学#

#&&%

#

#%

$

"

&!

'>!'1$

(

#

) 郝咏刚#翟英慧#尤小凡#等
$

血清前白蛋白降低对急性脑梗死患

者住院期间死亡的预测(

[

)

$

中华老年心血管病杂志#

#&"&

#

"#

$

"&

&!

@"1!@#&$

(

'

)

+IM9KIJJd[$YNHM?H?F:IJI99G99<G:H

!

?H9MFJG?:

P

MFT?9?F:FQ:NHM?!

H?F:IJ9N

PP

FMH

(

[

)

$[0J?:2IHKFJ

#

#&&1

#

D"

$

"&

&!

"&1'!"&11$

(

%

) 石刚#陶涛#冯晓芬
$

急性胰腺炎患者血糖'血钙变化及临床意义

(

[

)

$

川北医学院学报#

#&&@

#

#%

$

'

&!

#%%$

(

>

) 李祖铭
$

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白蛋白'葡萄糖'钙水平的变化和临

床意义(

[

)

$

内科急危重症杂志#

#&"&

#

"D

$

'

&!

"%@!">&$

(

D

) 李寿山#高海彦#张会玲#等
$

急性胰腺炎血流变学'血脂'载脂蛋

白及血糖变化的临床意义(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张维#沈洪#宋扬#等
$

危重患者血清肌酸激酶水平与死亡风险的

相关性(

[

)

$

中国急救医学#

#&"&

#

'&

$

>

&!

'@1!%&"$

(

1

) 刘萃红
$

心肌损伤的生化指标在急性胰腺炎诊断中的作用(

[

)

$

医

药论坛杂志#

#&&1

#

#@

$

#

&!

"&>$

(

@

)

dIJJ?<I::B

#

*FJOGM+

#

,=KJIHH:GM

#

GHIJ$0MGIH?:GU?:I9G

!

I:G:!

W

L

<GS?HKI=G:HMIJMFJG?:=GJJNJIMG:GM

;L

<GHI8FJ?9<

(

[

)

$+7Z!

+7

#

"@@1

#

D

$

#

"

'

&!

""D!""@$

(

"&

)

+FMI:O?5

#

7:

;

GJ?:?0

#

2MGJJG7

#

GHIJ$-?

;

K

P

JI9<I=MGIH?:GU?!

:I9G

!

MGT?GSFQHKGJ?HGMIHNMGI:O

P

MF

P

F9IJQFMIO?I

;

:F9H?=IJ

;

F!

M?HK<

(

[

)

$YGNMFJ,=?

#

#&&D

#

#(

$

>

&!

'&'!'""$

$收稿日期!

#&""!&>!""

&

!经验交流!

6/B(#@

'

('&

检测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清特异性
6

;

4

的研究

姚叶林!何英爱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人民医院检验科
!

>#''#D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东莞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特异性过敏原及血清总
6

;

4

水平变化&方法
!

采用体外定性的酶免疫分析

法对
>"&

例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清进行吸入物与食入物过敏原检测!同时检测总
6

;

4

水平&结果
!

>"&

例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清总

6

;

4

阳性
%1&

例!总阳性率为
@%$"#A

!吸入物过敏原以尘螨(粉螨(屋尘为最高"

"1$@DA

%!其次是蟑螂(飞蛾(蜜蜂"

D$#>A

%$食

入物过敏原以草菇(冬菇(金针菇为最高"

"&$#"A

%!其次是虾(蟹(扇贝(干贝(元贝"

'$(>A

%&结论
!

尘螨(粉螨(屋尘(草菇(冬

菇(金针菇为东莞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最主要的过敏原&明确过敏原后对特异性免疫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鼻炎$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过敏原$

!

特异性
6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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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是过敏原$抗原&作用下经免疫学机制产生的

鼻黏膜过敏性炎症*以鼻痒'多次阵发性喷嚏'大量水样鼻漏

和鼻塞为临床特征(

"

)

*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已成为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d-V

已将过敏性疾病列为

#"

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疾病#因此提高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及

防治水平显得越来越重要*为明确东莞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

的过敏原组成#为防治方案的个体化'具体化提供客观依据#笔

者对过敏性鼻炎患者进行了过敏原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到本

院五官科就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D

!

>'

岁*其诊断全部符合过敏性鼻炎的诊断

标准(

#

)

*

B$C

!

方法
!

采用酶免疫分析法测定患者血清中总
6

;

4

'特异

性
6

;

4

*由美国
-V.

公司提供体外特异性过敏原检测试剂

盒*吸入物过敏原(

6/B(#@

#内容包括!$

"

&总
6

;

4

%$

#

&尘螨'粉

螨'屋尘%$

'

&点青霉'分支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黑根霉'镰

刀霉'白色念珠菌%$

%

&蟑螂'飞蛾'蜜蜂%$

>

&猫毛发皮屑'狗毛

发皮屑'鸽子毛'兔毛'山羊上皮'绵羊上皮%$

D

&雪松'梧桐'木

棉花'荔枝树'荨麻'强草属'白桦'白千层%$

(

&雏菊'桑树'向日

葵'律草'榕树'普通豚草'蒿属植物'禾本'杜鹃花)%食入物过

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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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

"

&虾'蟹'扇贝'干贝'元贝%$

#

&红三

鱼'带鱼'鲮鱼'剥皮鱼'金枪鱼'鳕鱼%$

'

&羊肉'牛肉'鸡肉'狗

肉'兔肉%$

%

&蛋白'蛋黄%$

>

&牛奶'羊奶%$

D

&草菇'冬菇'金针菇%

$

(

&小麦'大麦'燕麦'玉米'花生'黄豆)*取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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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专人操作#操作方法及检验结果判定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C

!

结
!!

果

C$B

!

6

;

4

阳性率
!

>"&

例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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