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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联素与超敏
(B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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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脂联素"

+Y]

#与超敏
(B

反应蛋白"

G)B(VY

#水平的变化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Z

#中的意义%方法

!

对
="

例不同病变程度的
%*Z

患儿和
#"

例正常新生儿的
+Y]

与
G)B(VY

水平进行检测!并对患儿组的
+Y]

与
G)B(VY

水平

进行动态测定%结果
!

%*Z

患儿的
+Y]

水平明显降低!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

!

$

"<"!

#!在治疗第
A

天$第

!7

天和第
#"

天与第
!

天相比!

+Y]

水平持续上升"

!

$

"<"!

#!在治疗第
#"

天!轻度组与中度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

'

"<":

#!重度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仍有显著性差异"

!

$

"<":

#%

%*Z

患儿的
G)B(VY

水平水平则明显升高!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

!

$

"<"!

#!在治疗第
A

天$第
!7

天和第
#"

天与第
!

天相比!

G)B(VY

水平持续下降"

!

$

"<"!

#!在治疗第

!7

天!轻度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

"<":

#!在治疗第
#"

天!中度组和重度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亦无显著性差异

"

!

'

"<":

#%结论
!

%*Z

患儿的
+Y]

水平与神经系统损伤和炎性程度呈明显的负相关!

G)B(VY

则呈正相关!动态检测
%*Z

患

儿
+Y]

与
G)B(VY

水平!对
%*Z

患儿的病情估计和预后判断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缺氧缺血!脑&

!

脂联素&

!

(B

反应蛋白质&

!

婴儿!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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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G

LI

DR2/B*)/GEM2/E@/E

I

G01D

I

0B

HG

L

#

%*Z

%是儿科常见的急重症之一#有较高的致残率和死亡

率#是导致智能发育迟缓和脑性瘫痪等儿童伤残的主要原因#

其发病机理与免疫炎性相关'脂联素$

0;2

I

D@/EH2@

#

+Y]

%是近

年来发现的由脂肪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具有增加胰岛素敏感

性#抗动脉粥样硬化#抑制内皮细胞炎性反应等作用)

!B$

*

'超敏

(

反应蛋白$

G2

J

G)E@)2H2F2H

L

(B5E0/H2FE

I

5DHE2@

#

G)B(VY

%具有

由
:

个亚单位组成的环状对称化学结构#有炎性反应存在时#

G)B(VY

明显升高#

G)B(VY

水平是判断组织损伤的较敏感指

标)

#

*

'本组通过动态检测
%*Z

患儿的血清
+Y]

与
G)B(VY

#

以探讨
+Y]

与
G)B(VY

在
%*Z

患儿中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C

年
!

月至
$""=

年
$

月新生儿病区

%*Z

患儿
="

例#其中男
7C

例#女
7$

例#所有病例有典型的临

床表现并经头颅
(6

等检查确诊#并根据
!==>

年
!"

月杭州会

议修订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诊断依据和临床分度标准.#

其中轻度组
%*Z

患儿
#"

例$男
!A

例#女
!#

例%(中度组
#"

例

$男
!>

例#女
!7

例%(重度组
#"

例$男
!7

例#女
!>

例%&健康对

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为产科健康新生儿'

?<@

!

标本采集
!

所有入选的
%*Z

患儿和健康对照组均于出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

基金项目!广东省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

$""C,""!!

%'



生后第
!

天清晨空腹抽取股静脉血
#MX

送检#分离血清#放

TA"\

低温冰箱保存'另外患儿组分别于治疗第
A

天(第
!7

天和第
#"

天清晨空腹抽取股静脉血
#MX

送检#处理方法

同上'

?<A

!

标本检测
!

+Y]

的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ZX*'+

法%#试剂采用美国
+))0

L

Y5D

公司试剂盒#严格按照说明书进

行操作&

G)B(VY

采用免疫比浊法#试剂为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

学有限公司产品#仪器为日立
A!C"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数据

以
A 4̀

表示#两两均数比较采用
5

检验'

@

!

结
!!

果

@<?

!

%*Z

患儿血清
+Y]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且病变

程度越重下降越明显#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有非常显著性差

异$

!

$

"<"!

%#各病例组间相比较#也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

"<"!

%#详见表
!

'

@<@

!

对
%*Z

患儿组在治疗过程中的血清
+Y]

水平的动态观

察结果表明
!

%*Z

患儿的血清
+Y]

随病情的好转呈上升趋

势#在治疗第
A

天(第
!7

天和第
#"

天与第
!

天相比#

+Y]

水

平持续上升$

!

$

"<"!

%#且在治疗第
#"

天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轻度组与中度组与健康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

'

"<":

%#但重

度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仍有显著性差异$

!

$

"<":

%#详见表
$

'

表
!

!!

不同病变程度
%*Z

患儿的血清
+Y]

!!!

水平的变化$

A 4̀

%

组别
'

脂联素$

M

J

"

X

%

健康对照组
#" !!<=!̀ "<=A

%*Z

患儿组
!

轻度组
#" =<=À "<=A

!

%

!!!!!!

中度组
#" =<"!̀ "<#$

!

%

$

%

!!!!!!

重度组
#" ><#7̀ !<:"

!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

&与轻度组比较#

$

%

!

!

$

"<"!

&与中

度组比较#

#

%

!

!

$

"<"!

'

表
$

!!

%*Z

患儿血清
+Y]

水平动态变化$

A 4̀

&

M

J

'

X

%

组别
'

第
!

天 第
A

天 第
!7

天 第
#"

天

健康对照组
#" !!<=!̀ "<=A

%*Z

患儿组
!

轻度组
#" =<=À "<=A

$

%

!"<#À "<AC

$

%

7

%

!"<=!̀ !<":

!

%

7

%

!!<C$̀ !<"=

#

%

7

%

!!!!!!

中度组
#" =<"!̀ "<#$

$

%

=<::̀ "<7:

$

%

7

%

!"<"À "<CA

$

%

7

%

!!<>=̀ !<!>

#

%

7

%

!!!!!!

重度组
#" ><#7̀ !<:"

$

%

><C$̀ !<:A

$

%

7

%

C<>C̀ !<!$

$

%

7

%

!"<A>̀ !<7$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

$

%

!

$

"<"!

#

#

%

!

'

"<":

&与同组第
!

天比较#

7

%

!

$

"<"!

'

@<A

!

%*Z

患儿血清
G)B(VY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病

变程度越重升高越明显#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有非常显著性

差异$

!

$

"<"!

%#各病例组间相比较#也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

"<"!

%#详见表
#

'

@<B

!

对
%*Z

患儿组在治疗过程中的
G)B(VY

水平的动态观察

结果表明
!

%*Z

患儿的血清
G)B(VY

随病情的好转呈下降趋

势#在治疗第
A

天(第
!7

天和第
#"

天与第
!

天相比#

G)B(VY

水平持续下降$

!

$

"<"!

%#在治疗第
!7

天#轻度组与健康对照

组无显著性差异$

!

'

"<":

%#在治疗第
#"

天#中度组和重度组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亦无显著性差异$

!

'

"<":

%#详见表
7

'

表
#

!!

不同病变程度
%*Z

患儿的血清
G)B(VY

!!!

水平的变化$

A 4̀

%

组别
' G)B(VY

$

M

J

"

X

%

健康对照组
#" "<!7̀ "<:>

%*Z

患儿组
!

轻度组
#" 7<">̀ !<=7

!

%

!!!!!!

中度组
#" C<$#̀ $<C!

!

%

$

%

!!!!!!

重度组
#" !:<A7̀ :<!$

!

%

$

%

#

%

!!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

与轻度组比较&与中

度组比较!

!

$

"<"!

表
7

!!

%*Z

患儿血清
G)B(VY

水平动态变化$

A 4̀

&

M

J

'

X

%

组别
'

第
!

天 第
A

天 第
!7

天 第
#"

天

健康对照组
#" "<!7̀ "<:>

%*Z

患儿组
!

轻度组
#" 7<">̀ !<=7

$

%

$<"C̀ !<:7

$

%

7

%

"<!>̀ "<:7

#

%

7

%

"<!:̀ "<::

#

%

7

%

!!!!!!

中度组
#" C<$#̀ $<C!

$

%

7<#>̀ !<C:

$

%

7

%

!<"À "<>:

!

%

7

%

"<!:̀ "<>"

#

%

7

%

!!!!!!

重度组
#" !:<A7̀ :<!$

$

%

><C"̀ $<:C

$

%

7

%

$<>C̀ !<!$

$

%

7

%

"<!À "<>$

#

%

7

%

!!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

#

#

%

!

'

"<":

&与同组第
!

天比较#

7

%

!

$

"<"!

'

A

!

讨
!!

论

%*Z

的主要病因是围产期窒息#其病理基础是缺氧性脑

病#基本病理改变是脑水肿和脑坏死#缺氧主要引起脑水肿及

神经元坏死#而缺血主要引起脑血管梗塞及白质软化'这时#

血管内皮细胞可能发生轻度损伤#单核细胞在内皮黏附#进入

血管内皮间隙并成为含大量脂质的巨噬细胞和泡沫细胞#血管

内皮细胞具有代谢性#促使
G)B(VY

等炎性介质的分泌)

7

*

'

%*Z

患儿和成人一样同样存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并引发脑

组织的过度炎性反应#从而进一步加重病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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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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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反应蛋白(脂联素$

0;2

I

D@E/H2@

%都是由脂

肪细胞分泌'大多数的脂肪细胞因子通过内分泌和旁分泌途

径促进局部和远端的炎性反应#并促进
&'

及其并发症心血管

疾病的发展进程#脂联素在这一过程起着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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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平的检测结果显示#

%*Z

患儿的血清脂联素水平较健康对照

组显著下降#且病变程度越重下降越明显#说明其水平的高低

与神经系统损伤程度和炎性存在状态有密切关联#

+Y]

水平

与
%*Z

患儿的病变程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在疾病的治疗的过

程中#对各患儿组的血清
+Y]

水平进行动态观察结果表明#

随着病情的好转#

+Y]

水平持续上升#在治疗第
A

天#各患儿

组的血清
+Y]

水平已开始升高#重度组因病情较重#可能需

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升高到正常水平#至于重度组儿需要多

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G)B(VY

是一种非特异性急性时相蛋白#是炎性反应的敏

感标志物#当组织损伤(缺血(缺氧时#其浓度急剧上升)

=

*

'本

研究通过对不同病变程度的
%*Z

患儿
GB(VY

水平的检测结

果显示#

%*Z

患儿的血清
+Y]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

且病变程度越重升高越明显#说明其水平的高低与
%*Z

脑组

织损伤程度和炎性状态密切相关#

G)B(VY

水平与
%*Z

患儿的

病变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在治疗第
A

天#各患儿组的
G)B

(VY

水平已开始下降#在治疗第
!7

天#轻度组已下降至正常

水平#在治疗第
#"

天#中度组和重度组亦降至正常水平'因

此#测定
%*Z

患儿的
G)B(VY

能够更早(更可靠地了解
%*Z

患

儿脑组织缺血缺氧性损伤后的炎性程度和预后情况'

对
%*Z

患儿血清
+Y]

和
G)B(VY

水平的动态测定#能够

很好地了解
%*Z

患儿的神经系统损伤程度和炎性状态#在临

床上对
%*Z

的用药指导(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中有重要的意

义#并为进一步探讨
%*Z

的病理生理和发病机制提供新的

参考'

参考文献

)

!

*

'2F0@E

#

&020S2B6DF2)

#

Y052E@HE/

#

EH01<+;2

I

D@E/H2@2@G4M0@/D5;

31DD;

!

5E10H2D@HDKEH01325HGNE2

J

GH0@;

J

E@;E5

)

_

*

<(12@Z@;D/52B

@D1&EH03

#

$""#

#

CC

$

!$

%!

:>:>B:>>"<

)

$

* 田朝霞#李彦敏#范雪爱#等
<

新生儿脐血脂联素水平的变化及其

与生长激素(胰岛素的关系)

_

*

<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

#

$"

$

>

%!

:7AB:7C<

)

#

* 吴正林#朱新建#叶军
<

冠心病患者同型半胱氨酸和超敏
(B

反应蛋

白的检测意义 )

_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B#=><

)

7

*

X0@

J

E5%.

#

,2

J

01SE,

#

'E2UE5Y

#

EH01<*@HE50/H2D@DK

I

10HE1EH)0@;

2@K10MM0HD5

L

E@;DHGE124M2@HGE;EFE1D

I

ME@H0@;

I

5D

J

5E))2D@DK

/D5D@05

L

05HE5

L

;2)E0)E

)

_

*

<'EM2@6G5DM3%EMD)H

#

$"!"

#

#>

$

$

%!

!#!B!#C<

)

:

* 麦水强#陈铭珍#苏赞彩
<

新生儿氧缺血性脑病血清细胞因子测定

及临床意义)

_

*

<

中国妇幼保健#

$""A

#

$$

$

$"

%!

#""!B#""$<

)

>

*

,E1HDN)S2_

#

_0M5DUd+

#

d2;DM)S0'<+;2

I

D@E/H2@0@;2H)5D1E2@

/05;2DF0)/4105;2)E0)E)

)

_

*

<(05;2DF0)/%EM0HD1-2)D5;-54

J

605B

J

EH)

#

$""C

#

C

$

!

%!

7AB7><

)

A

*

ZSMES/2%

#

ZSMES/2b,<6GE5D1EDK0;2

I

D@E/H2@2@0HGE5D)/1E5DB

)2)0@;HG5DM3D)2)

)

_

*

<(12@+

II

16G5DM3D)2)

"

%EMD)H0)2)

#

$"">

#

!$

$

$

%!

!>#B!>C<

)

C

*

b4/G2]

#

'G230H0V

#

d01)GW<(05;2D

I

5DHE/H2D@3

L

0;2

I

D@E/12@

)

_

*

<

65E@;)(05;2DF0)/&E;

#

$"">

#

!>

$

:

%!

!7!B!7><

)

=

*

YD10S_

#

WDF/DF0h

#

%D1)H(

#

EH01<6DH010;2

I

D@E/H2@0@;0;2

I

D@EB

/H2@M41H2ME52//DM

I

1ERE)2@5E10H2D@HDNE2

J

GH1D))B2@;4/E;2MB

I

5DFEME@H)2@2@)412@)E@)2H2F2H

L

2@D3E)ENDME@

!

HGE@4

J

E@D3

)H4;

L

)

_

*

<Z45_Z@;D/52@D1

#

$""C

#

!:C

$

7

%!

:##B:7!<

)

!"

*

d0@

J

_2@

J

#

X*%402R2@

J

#

EH01<+;2

I

D@E/H2@0@;MEH03D12/)

L

@B

;5DME2@M2;;1EB0

J

E;0@;E1;E51

L

(G2@E)E

)

_

*

<b3E)2H

L

#

$""C

#

!>

!

!A$B!AC<

)

!!

*冯晔#施圣云#周晓玉
<

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血清脂联素(白细

胞介素
B>

变化的意义)

_

*

<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C

#

$#

$

!C

%!

!7$:B!7$><

)

!$

*张金波#龚国富
<

糖尿病患者胱抑素
(

和超敏
(

反应蛋白检测结

果分析)

_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A

%!

AC=BA=!<

$收稿日期!

$"!!B!"B!A

%

$上接第
7""

页%

检测的时间#可作为临床筛查和确诊梅毒的主要检测方法#值

得在初级卫生保健中推广应用)

!"

*

'

参考文献

)

!

* 曹文苓#梁艳华#叶兴东#等
<

广州市性病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结

果分析)

_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C

#

#!

$

$

%!

!"=B$!"<

)

$

*

V2H0(

#

ZM2120'

#

&0520_+

#

EH01<ZF0140H2D@DK6YY+2@HGE;20

J

B

@D)2)2@HGE@E45D)

LI

G212)

)

_

*

<(12@X03+@01

#

$"">

#

$"

$

$

%!

$##B

$#C<

)

#

* 钟娜#张丽芬#郑文爱#等
<

梅毒血清学三种检测方法的比较)

_

*

<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

#

$#

$

!"

%!

>:$B>:#<

)

7

* 敖必蓉#卢元全
<

不同检测方法对梅毒检测结果分析)

_

*

<

国际检

验医学杂志#

$""=

#

#"

$

!$

%!封
#<

)

:

* 吴颖之
<

神经梅毒诊疗进展)

_

*

<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

#

$>

$

C

%!

:A7B:A><

)

>

* 杨飞#刘伶
<6YY+

和
VYV

联合检测在梅毒诊断和疗效观察中的

应用价值)

_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A

%!

A!#BA!7<

)

A

* 臧艳
<

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评价)

_

*

<

医学信息#

$""C

#

!"

$

!"

%!

!C>=B!CA"<

)

C

* 蔺承艳#袁昌猛
<ZX*'+

梅毒检测法中假阳性的观察与结果分析

)

_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77=<

)

=

*

'E0+(

#

dG2HE,X

#

'

I

0512@

J

Y.<]DFE165E

I

D@EM0

I

0112;4M)E5DB

1D

J

2/HE)H)

!

0

I

050;2

J

M)G2KH2@)

LI

G212))/5EE@2@

J

KD5HGE$!)H/E@B

H45

L

)

_

*

<$"!"

#

:!

$

>

%!

A""BA"C<

)

!"

*

+5@D1;V<(0)H5D

#

_0F0@Z)K0@;2052

#

'G021E@;50W4M05

#

EH01<]DB

FE1YD2@HBDKB(05E6E)HKD5'2M41H0@ED4)-EHE/H2D@DK]D@H5E

I

D@EB

M010@;65E

I

D@EM01+@H23D;2E)2@Y0H2E@H)N2HG'

LI

G212)

)

_

*

<(12@

&2/5D32D1

#

$"!"

#

7C

$

!$

%!

7>!:B7>!=<

)

!!

*吴泰相#刘关键#王家良
<

医学检验方法学研究的设计和文献评价

原则)

_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A=B#C"<

)

!$

*曹文苓#宋卫忠#毕超#等
<

六种梅毒初筛试验试剂的评价)

_

*

<

国

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B!#"<

$收稿日期!

$"!!B!"B!"

%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