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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血糖&三酰甘油对诊断急性胰腺炎的诊断价值

谷忠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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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急性胰腺炎!

01

$的急性期血
2

反应蛋白%血糖%三酰甘油的变化#评估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及诊断价值#

以指导临床治疗+方法
!

随机抽取既往无特殊病史的急性胰腺炎
%/$

例#其中重症胰腺炎!

J01

$

.!

例#轻症胰腺炎!

R01

$

$/

例#

使用
HPJFMX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别测定
2

反应蛋白%血糖%三酰甘油水平#并将各组数据比较分析+结果
!

J01

组与
R01

组的
2

反应蛋白%血糖%三酰甘油水平明显升高#且
J01

组的血清
2

反应蛋白%血糖%三酰甘油
"

项指标水平在
J01

组中显著高

于
R01

组!

H

$

#&#%

$#在
R01

组中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H

$

#&#%

$+结论
!

急性胰腺炎的病死率高#因此#及时的诊断治疗相

当重要+本文显示#急性胰腺炎急性期
2

反应蛋白变化与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有关#结合血糖%三酰甘油的水平可以作为急性胰

腺炎诊断指标和评价严重程度#并能指导临床治疗+

关键词!胰腺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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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应蛋白质0

!

血糖0

!

甘油三酯类

!"#

#

%#&"'!'

$

(

&)**+&%!,"-.%"#&/#%/&#/&#.!

文献标识码!

X

文章编号!

%!,"-.%"#

!

/#%/

$

#/-#//$-#/

!!

急性胰腺炎是急腹症中的一种常见症!病情复杂)凶险!发

病率和病死率高!如果能得到有效的早期治疗!重症急性胰腺

炎的存活率可以达到
$#]

!因此!及时诊断治疗显得非常重

要"为了寻求更简单)快速)准确的诊断方法!该研究利用动态

监测血清
231

的方法!联合血糖)三酰甘油检测!探讨对急性

胰腺炎的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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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本院住院的急

性胰腺炎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年龄
.<&<

岁(按中华医学会胰腺学组制定的急性胰腺炎的临

床诊断及分型标准*

%

+

!重症急性胰腺炎组%

J01

&

.!

例!轻症急

性胰腺炎组%

R01

&

$/

例"所有的患者于住院次日清晨抽血!

查血清
231

)

[GI

)

H[

!并排除肝炎)肝硬化)糖尿病)高血压)

冠心病的影响"再选择同期健康对照
"/<

例!其中!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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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入院第
%

天)第
"

天)第
<

天)第
,

天清晨
,

时各

抽血一次!分别测
231

水平"

[GI

)

H[

测定于住院次日清晨

,

时抽血检查!采用
HPJFMX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231

参考

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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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检测方法采用免疫比浊法!

231

试剂由

广州市番禺区华鑫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血糖测定为氧化酶法!

试剂由温州东瓯津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H[

检测方法

为两点终点法!试剂由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提供"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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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以
,_8

表示!采用
J1JJ%/&#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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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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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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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
231

)

[G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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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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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动态变化情况!胰腺炎患者血清
231

检验结果表

明发病第
%

天!

J01

)

R01

患者血清
231

值均显著高于健康

对照组%

H

$

#&#%

&!高峰出现在第
"

天!第
<

天开始下降!

J01

组
231

下降缓慢!入院第
,

天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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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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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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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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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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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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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组
J01 .! %./&%$_$&%<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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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急性胰腺炎组
R01 $/ <#&/<_/&$"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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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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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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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轻型胰腺炎组比较(

#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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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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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炎患者血清
231

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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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R01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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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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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在正常情况下!血清中

只有微量存在!小于
%#?

=

$

G

!是组织损伤和炎症时单核巨噬

细胞释放
MG-!

)

MG-$

肿瘤坏死因子!刺激肝细胞合成的急性时

相蛋白*

/

+

"急性胰腺炎是由于胰腺酶激活后引起的胰腺组织

自身消化的急性化学性炎症!轻者以水肿为主!重者则胰腺出

血坏死!预后极差"在重症胰腺炎患者中!特别是胰腺坏死并

发细菌感染时!

231

水平可迅速升高!其可以反映胰腺炎症的

严重程度"本实验
%/$

例患者中!

J01

组)

R01

组血清
231

水平均升高!且
J01

组升高更明显"另外!血清
231

会随着

病情的好转而下降!

231

水平越低患者的预后越好"

231

作

为急性胰腺炎的诊断指标之一!其水平高低与胰腺炎的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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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发症及其预后有关!对监测疾病的活动情况和严重程度)

观察治疗效果有很好的导向作用!且检测方法简单易行!是一

种迅速)有效的检测指标!非常适合临床应用"因此!

231

对

诊断急性胰腺炎及判断胰腺炎严重程度有重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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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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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腺炎时机体处于应激状态!使交感神经兴奋性升高!体

内糖皮质激素与胰高血糖素分泌升高!两者可使糖原分解加

速!糖异生增加)血糖升高"其次!胰腺炎时!胰腺组织水肿)缺

血)坏死)胰腺微循环障碍!胰岛素的分泌与释放减少!导致血

糖升高"在
J01

甚至可以毁损胰腺的胰岛功能!使血糖升高

更明显!甚至出现酮症酸中毒*

!

+

"持久的空腹血糖高于
%#

??>@

$

G

反映胰腺坏死!提示预后不良"及时监测血糖水平!

合理调节血糖水平对胰腺炎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A&A

!

高脂血症引发胰腺炎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可能因为#血

液黏稠度增加!导致胰腺微循环障碍!胰腺缺氧(胰腺血管被凝

聚的脂肪栓塞!胰腺缺血坏死(胰腺被脂肪浸润(因高浓度三酰

甘油刺激胰腺产生大量脂肪酶分解三酰甘油!分解三酰甘油后

释出大量有毒性游离脂肪酸!造成胰腺小血管的损害并栓塞!

从而加重胰腺的损害*

,

+

"目前多数临床研究认为!高脂血症可

促发或引发胰腺炎!高脂血症是急性胰腺炎的病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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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

高脂血症是以三酰甘油升高为主!患者更趋向于发

生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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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当
H[

降至
<&!<??>@

$

G

以

下时!有利于阻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减少后期并发症*

%%

+

"急

性胰腺炎时可出现高三酰甘油血症!这种情况可能是病因或是

后果!三酰甘油在急性期过后会随着病情的好转而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

[GI

和
231

)

H[

是诊断急性胰腺炎及严重程度的

重要指标!更适合于基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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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细菌谱的变迁及药敏分析

邱付兰#付吉春#钟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龙岩第一医院检验科#福建龙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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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其对抗菌剂的耐药性+方法
!

收集
/#%#

年全年尿培养进行病原菌鉴定和药敏实

验+结果
!

尿培养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占
!,&,]

#以大肠埃希菌多见#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头霉素类%抑制类和呋喃妥因敏

感率高0革兰阳性菌占
/<&%]

#以肠球菌多见#屎肠球菌的耐药率明显高于粪肠球菌#未发现对利奈唑胺耐药#

%

株粪肠球菌对万

古霉素中敏#

%

株屎肠球菌的万古霉素耐药0真菌的检出率较低+结论
!

亚胺培南对革兰阴性菌的活性高#利奈唑胺对革兰阳性

菌活性高#白色念珠菌对常用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较好+

关键词!微生物敏感性试验0

!

尿路感染0

!

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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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感染性疾病中的常见病!近年来!其发病率及

耐药性有逐年上升趋势"掌握泌尿道感染常见病原菌分布及

其对抗菌剂的耐药性对临床正确诊断及指导合理应用抗菌剂

至关重要"作者将
/#%#

年全年临床送检合格的
/#<#

份尿标

本进行培养!共分离出
!%#

株病原菌!并对其耐药谱进行分析!

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来源
!

!%#

株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标本来自本院

/#%#

年全年门诊及住院泌尿道感染患者"同一患者再次培养

的相同菌株不重复计数"

?&@

!

细菌培养及鉴定
!

严格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进行

标本接种和细菌培养"应用梅里埃公司生产的
SMHZe"/

进

行菌种的鉴定和药敏实验"根据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

2GJM

&

/##'

年版标准判读结果"质控菌株#大肠埃希菌

0H22/<'//

)金黄色葡萄球菌
0H22/<'/"

)铜绿假单胞菌

0H22/,$<"

由卫生部临检中心提供"肠杆菌科细菌增加呋喃

妥因药敏实验"纸片和真菌药敏板条由梅里埃公司提供"

RF

平板由郑州安图公司提供"

?&A

!

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ZJXG*

&确证实验
!

按
2GJM

推荐的

纸片确认法进行操作及产
ZJXG*

判断"

@

!

结
!!

果

@&?

!

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情况显示!

/#<#

份中段尿标本分离出

!%#

株病原菌!分离率
/'&$]

"革兰阴性菌
.%"

株!占
!,&,]

(

革兰阳性菌
%<"

株!占
/<&%]

(真菌
..

株!占
,&/]

"检出菌

中前
!

名的细菌为#大肠埃希菌
/,,

株!粪肠球菌
<<

株!尿肠

球菌
.!

株!肺炎克雷伯菌
.<

株!铜绿假单胞菌
./

株!白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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