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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思考的问题一样#可能是假阳性的问题'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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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年在我院首次检测出
!

例阳性#此后每年

都能检测出几十例#并经市疾控中心免疫印迹法确认'由以前

的从吸毒人员#性工作者中发展到现在的普通人群#

%*[

已出

现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播散的趋势'本次统计出阳性率为

"<$$Q

#与国内近期某些报道大致相同)

!!B!$

*

'

综上所述#血液传染性标志物在各类患者中还是存在一定

比例的#医务人员对这些阳性患者进行各项诊治工作时不仅要

提高警惕#加强自身防护工作#同时也要避免和预防患者医院

内感染#医务人员的职业感染以及防止出现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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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血清胱抑素
(

临床检测结果分析

陈继芬!马祥斌

"湖北省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胱抑素
(

"

(

L

)(

#检测在临床肾损伤的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

对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期间在该院诊治的患者
#A>!

例和健康体检者
!!$

例!分组检测
(

L

)(

$血清尿素氮"

,c]

#和血肌酐"

'(5

#!并对结果分组统计

分析%结果
!

分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

L

)(

正常参考值无性别差异"

!

'

"<":

#&新生儿血清胱抑素
(

参考范围高于成人&血

清胱抑素
(

的增加与血清肌酐增加呈正相关!但血清胱抑素
(

更早更敏感%结论
!

常规检测血清胱抑素
(

可提高临床阳性检出

率!是临床诊断肾损伤的检验指标之一%

关键词"血清胱抑素
(

&

!

肾损伤&

!

血清尿素氮&

!

肌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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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的主要功能是排泄机体代谢废物及调节水(电解质和

酸碱平衡#维护机体内环境的稳定'评价肾小球滤过率$

a.V

%

有外源性指标检测和内源性两种指标'外源性方法操作繁琐#

且受年龄(性别和体表面积及检测时限性的影响而限制了临床

的应用'传统内源性生化检测指标
,c]

(

'(5

等尽管应用较

广#但受机体内外因素的影响#血中浓度水平不稳定#作为肾脏

功能评价标志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

(

L

)(

是相对分子

质量为
!#9!"

#

#由
!$$

个氨基酸组成的低分子非糖碱基蛋白

质#等电点为
=<#

#所有的有核细胞都可产生#生成速度稳定#

不受炎性反应(胆红素(溶血及血脂的影响#且与性别(年龄(肌

肉量无关)

!

*

'由于
(

L

)(

相对分子质量低#等电点高#使
(

L

)(

能被肾小球自由滤过#然后在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内分解代谢#

不被肾小管重吸收和分泌#使肾脏成为清除循环中
(

L

)(

的唯

一场所'

(

L

)(

生成速度和血浓度稳定#不受其他病理变化影

响#血清
(

L

)(

水平由肾小球滤过率决定#

(

L

)(

是反映早期肾

小球滤过率变化(评价肾脏功能的一个理想可靠的内源性检测

标志物)

$

*

'现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患者检

测的
(

L

)(

结果统计分析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院住院的各

科患者
#A>!

例'其中男
!C!!

例#女
!=7"

例#年龄
:M2@

至

A"

岁'检测结果数据为患者治疗前检测结果'根据临床明确

诊断将住院患者分为普通内科组(心血管内科$心内组%(肾病

组(泌尿外科组(肿瘤组(

*(c

(普外科(骨科组(新生儿组(糖尿

病组(产科组(妇科组&新生儿组为出生
:M2@

至
!

月的新生

儿#无肾脏器质性病理性变化'健康体检对照组
!!$

例#为体

检科体检检查无器质病理变化的体检人员#其中男
:C

例#女

:7

例&年龄
$"

$

>"

岁'

?<@

!

标本采集
!

常规空腹采集血液标本#肝素抗凝分离血浆

备查'检测血清
(

L

)(

#同时检测
,c]

和
'(5

'

?<A

!

试剂和方法
!

(

L

)(

试剂由浙江宁波美康生物有限公司

提供#测定方法为免疫增强比浊法&

,c]

(

'(5

测定试剂由上海

科华生物有限公司提供#测定方法为酶法'

?<B

!

仪器
!

日立
A"C"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

!

质量保证
!

严格执行各项检测操作规程#质量控制血清

为朗道公司提供的中值和高值定值血清#进行室内质量控'

?<D

!

统计学处理
!

全部数据来源于本科生化报告分析系统和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例数$

'

%和$

A

%

4̀

表示'用
5

检

验分析'

?<E

!

异常结果判断标准
!

血清肌酐$

'(5

%男性大于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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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

MD1

"

X

#女性大于
C7

#

MD1

"

X

&

,c]

大于
C<$MMD1

"

X

&血清

(

L

)(

大于
!<"#M

J

"

X

)

#

*

'

@

!

结
!!

果

@<?

!

对健康对照组根据性别不同进行了检测结果的统计分

析#见表
!

'

(

L

)(

结果间比较男女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对临床各科室住院患者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

'

除新生儿组
(

L

)(

检测结果与
,c]

和
'(5

检测结果不一致#

其余各组
(

L

)(

检测结果与
,c]

和
'(5

检测结果基本平行'

表
!

!!

!!$

例健康对照组检测结果

测定参数 男性$

'g:C

#

A 4̀

% 女性$

'g:7

#

A 4̀

%

,c] :<$!̀ !<:7= 7<>À !<>$:

'(5 >$<=7̀ !A<#=> 7=<=̀ !"<#CA

(

L

)( "<C:̀ "<!:=

"

"<A:̀ "<!A#

"

!!

"

!

!

'

"<":

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A>!

例住院患者各组检测结果$

A 4̀

%

组别$

'

%

(

L

)(

$

M

J

"

X

%

'(5

$

#

5MD

"

X

%

,c]

$

MMD1

"

X

%

普通内科组$

##"

%

!<"!:̀ "<:"7 C:̀ >#<># ><A!̀ 7<"!C

心内组$

#:$

%

!<!$̀ "<:7A !!>̀ ="<A!> A<$:̀ 7<:!"

肾病组$

#7C

%

!<>>̀ !<>=> $=C̀ 7>7<>7 !!<=7̀ !!<:!#

*(c

组$

7C7

%

!<"#̀ "<>!: =:̀ !$#<!!= A<>À :<!!C

糖尿病组$

#!:

%

!<$"̀ "<C$> !$#̀ !C><">> C<!7̀ A<:C

普外组$

7:C

%

"<C#̀ "<7!> A7̀ C><>= ><!:̀ #<:=:

骨伤组$

7$>

%

"<A:̀ "<$!! >#̀ !C<>$: :<$=̀ !<::=

肿瘤组$

$A#

%

!<!C̀ "<:#A >!̀ !:<"C> :<7"̀ !<>7:

泌外组$

!!:

%

!<"=̀ "<A## !$>̀ $"=<>7> A<!7̀ :<!=>

新生儿组$

$$#

%

!<$:̀ "<7!A #=̀ !#<CC> #<A$̀ !<$:C

妇科组$

!>C

%

"<>>̀ "<!CA 7C̀ !"<A"C 7<":̀ !<77:

产科组$

$>=

%

"<C:̀ "<$"# 7=̀ !"<#CA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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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室检测项目异常结果统计表(

'

$

A 4̀

%或
'

)

组别$

'

%

(

L

)( '(5 ,c]

普通内科组$

##"

%

=A

$

!<:$̀ "<7C!

%

>!

$

!>:̀ !!7<>

%

="

$

!!<$#̀ :<$A

%

心内组$

#:$

%

!":

$

!<::̀ "<>AA

%

>$

$

#7À #=#<!>

%

!$A

$

!!<7!̀ :<!>

%

肾病组$

#7C

%

!7!

$

$<>C̀ $<"!A

%

!#C

$

>>$̀ :A=<C

%

!A=

$

!C<7!̀ !#<":

%

*(c

组$

7C7

%

!#>

$

!<>#̀ "<C"#

%

!"$

$

$"$̀ $#C<=

%

!=C

$

!!<$:̀ ><#>

%

糖尿病组$

#!:

%

!!:

$

!<C!̀ "<=7

%

A7

$

#""̀ #!C<>

%

!"C

$

!#<=C̀ !"<#7

%

普外组$

7:C

%

7C

$

!<#C̀ "<A=#

%

#"

$

!A:̀ $:A<7

%

A#

$

=<==̀ :<>!

%

骨伤组$

7$>

%

#"

$

!<$$̀ "<!>!

%

!>

$

!!>!̀ $"<!$

%

:$

$

C<$À !<"!

%

肿瘤组$

$A#

%

$#

$

!<$7̀ "<!>C

%

:

$

!":<̀A<C=

%

#$

$

C<:̀ !<"C

%

泌外组$

!!:

%

#"

$

!<=!̀ "<=A!

%

$=

$

#">̀ #>7<C

%

#:

$

!$<:7̀ ><>>

%

妇科组$

!>C

%

>

$

!<!À "<!$$

%

" :

$

C<A$̀ "<7!

%

产科组$

$>=

%

#7

$

!<$̀ "<!7=

%

$

$

!"C̀ $<!:

%

#

$

C<=!̀ "<#CA

%

合计$

#:#C

%

A>: :!= ="$

@<A

!

临床各组检测异常结果统计分析#见表
#

'统计组别除新

生儿组外#其余临床各组按异常结果判断标准进行统计#

(

L

)(

结果异常率
$!<>$Q

$

A>:

"

#:#C

%#

'(5

结果异常率
!7<>AQ

$

:!=

"

#:#C

%#

,c]

结果异常率
$:<7=Q

$

="$

"

#:#C

%'

A

!

讨
!!

论

A<?

!

(

L

)(

的生理变化和正常参考范围
!

有文献报道
(

L

)(

的个体差异很小)

7

*

#一般
(

L

)(

在人群中的最高值与健康人的

均值之间的差异不超过
#

$

7

个标准差'在出生时
(

L

)(

的平

均值大约是成人的
$

倍#

!

岁后趋于稳定与成人值接近)

:

*

'本

文统计分析我区健康人群参考范围$

=:Q

参考区
A`$4

%为成

人!$

"<C̀ "<##$

%

M

J

"

X

#与李加平等报道的参考值一致)

>

*

&新

生儿!$

!<7>̀ "<:$$

%

M

J

"

X

'

A<@

!

临床各科室患者检测
(

L

)(

(

'(5

和
,c]

的异常结果统

计分析
!

血清
(

L

)(

异常检出率与常规项目
,c]

(

'(5

的异常

检出平行一致#但
(

L

)(

的阳性敏感率$

$!<>$Q

%明显高于
'(5

的阳性敏感率$

!7<>AQ

%&

,c]

的阳性检出率$

$:<7=Q

%虽然

高于
(

L

)(

#但影响
,c]

的因素较多#而使
,c]

得特异性低

于
(

L

)(

)

A

*

'

A<A

!

从肾脏疾病科室肾病组和泌外组统计分析
!

肾脏疾病科

室肾病组和泌外组检测
(

L

)(

和
'(5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是

#><=#Q

)$

!7!8#"

%"$

#7C8!!:

%*和
#><"AQ

)$

!#C8$=

%"$

#7C

8!!:

%*#

(

L

)(

和
'(5

的阳性检出率平行一致'血清
(

L

)(

生

成稳定#而
'(5

受体表面积(肌肉量和药物等因素的影响#使得

血清
(

L

)(

的测定较
'(5

的测定精确度高#特异性强#血清
(

L

B

)(

也是机体肾小球滤过率$

a.V

%评价的良好指标)

C

*

'因此#

检测血清
(

L

)(

可用来对肾病患者进行评价肾脏功能的损伤

程度'

A<B

!

从心内组检测结果统计分析
!

(

L

)(

的阳性检出率

$=<C#Q

$

!":

"

#:$

%明显高于
'(5

的阳性检出率
!A<>!Q

$

>$

"

#:$

%'血清
(

L

)(

检测作为心血管疾病相对对立的一个新的

筛选指标#既不会遗漏危险人群#又可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

险)

=

*

'

A<C

!

从糖尿病组检测结果统计分析
!

(

L

)(

的阳性检出率

#><:!Q

$

!!:

"

#!:

%明显高于
'(5

的阳性检出率
$#<7=Q

$

A7

"

#!:

%'糖尿病肾损伤是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也是导致糖尿病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研究结果显示#血清
(

L

)(

检测

是较为敏感和实用的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指标之一)

!"

*

'

总之#由于
(

L

)(

特定的生理和生物学特性和功能#使其

在反映肾脏方面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患者(妇科疾

病和妊高症的诊断中#与传统常规检测项目相比具有更高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对于评价
aV.

和疾病的辅助诊断上有很重要

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对临床
#A>!

例住院患者检测血清
(

L

B

)(

结果的比较分析#血清
(

L

)(

检测的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传

统项目
,c]

(

'(5

的阳性检出率'因此常规检测血清
(

L

)(

更

有利于临床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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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流式分析参考范围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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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尚旭明!张炳昌#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检验科!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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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建立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c.B!"""2

检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健康人群尿沉渣的参考范围%方法
!

收集
!"C>

例
"

$

="

岁健康人中段尿液标本!划分为儿童组"

"

$

!$

岁#$中青年组"

!#

$

:=

岁#和老年组"

'

>"

岁#!并在
$G

内用
c.B!"""2

进

行检测%结果
!

红细胞"

V,(

#$白细胞"

d,(

#$上皮细胞"

Z(

#$细菌"

,+(6

#在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部分参数在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之间亦有显著差异%管型"

(+'6

#在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健康人群尿沉渣参考范围"单位'个(
#

X

#'"

!

#

V,(

'男性
"

$

!"<"

&女性儿童
"

$

!!<=

!女性中青年与老年
"

$

$!<A

&"

$

#

d,(

'男性儿童
"

$

C<:

!男性中青年与老年
"

$

!$<A

&女性儿童
"

$

!!<!

!女性中青年
"

$

$#<$

!女性老年
"

$

!><A

&"

#

#

Z(

'男性儿

童
"

$

><!

!男性中青年
"

$

#<7

!男性老年
"

$

7<C

&女性儿童与老年
"

$

!#<>

!女性中青年
"

$

$7<C

&"

7

#

,+(6

'男性儿童
"

$

="<>

!

男性中青年
"

$

7=<=

!男性老年
"

$

=7<:

&女性儿童
"

$

!$C<"

!女性中青年
"

$

!"C#<7

!女性老年
"

$

#=C<>

&"

:

#

(+'6

'

"

$

"<>

%结

论
!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的健康人群尿沉渣参考范围应分别设定!本研究为中国临床尿液生物参考范围的确立提供参考%

关键词"尿分析&

!

参考值&

!

性别&

!

年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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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自动尿沉渣分析仪采用流式细胞术结合

荧光染色技术分析尿中的有形成分#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目前由于
c.B!"""2

是其系列的最新产品)

!

*

#迄今国内外

对其参考范围进行各年龄组的调查分析鲜见报道'故我们通

过收集
"

$

="

岁健康人的中段尿液标本
!"C>

例#划分为儿

童(中青年和老年
#

个组#用
c.B!"""2

进行检测#对红细胞

$

V,(

%(白细胞$

d,(

%(上皮细胞$

Z(

%(细菌$

,+(6

%(管型

$

(+'6

%

:

个参数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健康人群的生物参考

区间存在地域和人群个体的差异#有必要建立本地区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组的
c.B!"""2

尿沉渣参考范围#为中国临床尿液

生物参考范围的确立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资料

?<?<?

!

研究对象与标本来源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山东省立医院查体中心健康体检者和前来免疫接种的健康

儿童的中段尿液标本#受试者所有体检项目$包括体格检查(影

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均正常#无心(肝(肺(肾(消化(生殖和

神经系统及代谢病等重大病史#受试者在受试前两周内未服

过任何药物#未出现任何不适状况#女性排除月经期#并且

+P7$C"

干化学法检测尿液各项指标全部阴性$检测前进行室

内质量控制%#受试者知情同意'共筛选出
!"C>

例健康人尿

液#年龄为
"

$

="

岁#平均
#:<::

岁$男
##<=$

岁(女
#><"=

岁%'

?<?<@

!

试验分组
!

分为儿童组$

"

$

!$

岁#男
$C>

例#女
!""

例%(中青年组$

!#

$

:=

岁#男
$7>

例#女
!"C

例%和老年组$

>"

岁以上#男
$7$

例#女
!"7

例%

#

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又分男(

女亚组#男
AA7

例#女
#!$

例'

?<@

!

方法

?<@<?

!

仪器与试剂
!

c.B!"""2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日本

'

L

)MER

公司%及配套试剂和质控品'

+P7$C"

全自动尿液干

化学分析仪$日本
+VWV+e

公司%及配套试剂和质控品'

?<@<@

!

方法
!

$

!

%正常尿液标本筛选!用一次性洁净塑料尿杯

留取受试者随机中段尿液不少于
$" MX

#先取
!" MX

用

+P7$C"

干化学法检测尿液各项指标$检测前进行室内质量控

制%#按仪器
'bY

文件操作'$

$

%标本测定!尿液各项干化学指

标全部阴性者#取
!"MX

进行检测#严格按照
c.B!"""2

仪器说

明书操作#并且每天开机后用
'

L

)MER

公司提供的质控品进行

高(低
$

个水平的室内质量控制'检测前将标本充分混匀#并

在取样后
$G

内完成检测'$

#

%数据分析!比较
#

个年龄组不

同性别之间的差异以及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并确立

相应的参考值范围#计算方法采用
]((X'

和
*.((

建议使用

的统计学方法)

$B#

*

'

?<@<A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用
'Y''!#<"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V,(

(

d,(

(

Z(

(

,+(6

(

(+'6

等参数的分布进行
E

检验#计量资料以$

A 4̀

%表示#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比较进行

$

检验#同性别不同年龄组间比较进行
3

检验#并进一步采用

f

检验进行多组均数间的两两比较#采用单侧
=:Q

可信区间计

算参考值范围#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C>

例健康人尿沉渣$

V,(

(

d,(

(

Z(

(

,+(6

(

(+'6

%

检测结果见表
!

'

@<@

!

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经
$

检验#

V,(

(

d,(

(

Z(

(

,+(6

在同年龄组(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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