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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组人群中#与
7"

岁以下年龄组相比#

7!

$

>"

岁年龄组人群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发病率显著升高#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随着年龄增长#

>"

岁以上

组高尿酸血症(脂肪肝发病率与
7!

$

>"

岁年龄相比明显下降#

具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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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段组人群高尿酸血症#高血压#

!!!

脂肪肝检查结果比较(

'

$

Q

%)

年龄$岁% 例数$

'

% 高尿酸血症例数 高血压例数 脂肪肝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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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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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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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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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与年龄的关系
!

肥胖是体内脂肪堆积过多和$或%分

布异常的状态#与代谢水平和生活方式如高蛋白高脂肪饮食(

过量饮酒(缺乏体力活动等因素有关'本组病例体质量指数肥

胖的检出率#

7!

$

>"

岁组比小于或等于
7"

岁组及大于
>"

岁

组高#这与
7!

$

>"

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社交比较活跃#饮酒等

应酬较多#同时#人到中年以后#身体热量消耗逐渐降低#不少

人保持良好的食欲#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变成脂肪在体内储存导

致肥胖有关)

#

*

'

A<@

!

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与体质量指数的关系
!

本组

资料显示#体质肥胖组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检出率均

高于非肥胖组$

!

$

"<"!

%#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意义'而高尿酸

血症与高嘌呤饮食有关)

7

*

#肥胖者大多食欲较好#喜欢食用高

蛋白食物和海鲜(豆制品(啤酒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导致高

尿酸血症&本组病例中#肥胖组患高血压的概率比非肥胖组高#

与文献报道一致)

:

*

#肥胖者体内脂肪组织增加#使得外周阻力

增大#心脏负荷加重而导致动脉硬化#而引发高血压&高蛋白高

脂肪饮食(过量饮酒(运动量减少导致身体发胖#而这些饮食和

习惯也是脂肪肝发病的基本因素#肥胖者体内脂肪组织增多#

脂肪酸和游离脂肪酸释出增多#三酰甘油合成增加并积聚在肝

脏#导致脂肪肝)

>

*

'

A<A

!

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与年龄的关系 本组统计资

料显示#与
7"

岁以下年龄组相比#

7!

$

>"

岁年龄组人群高尿

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发病率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

>"

岁以上组高尿酸血症(脂肪肝发病率与
7!

$

>"

岁年龄相比又

明显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
7!

$

>"

岁年龄组肥胖率

较高有关'同时#从小于或等于
7"

岁(

7!

$

>"

岁和大于
>"

岁

这
#

个年龄段肥胖检出率显示#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

发病率与体质量指数呈正相关'本组病例高尿酸血症(脂肪肝

检出率与性别有关#男性多于女性#与张纯报道一致)

A

*

#这与男

性普遍存在吸烟(饮酒(过多摄入高脂高蛋白饮食生活习惯

有关'

综上所述#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与身体质量指数密

切相关'身体肥胖是高尿酸血症(高血压和脂肪肝发病的重要

因素#应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肥胖症'同时#肥胖(高尿酸血

症(高血压(脂肪肝共同病因与饮食失调和不良生活习惯密切

相关#对患者应予以控制高蛋白(高脂肪饮食#限制饮酒(吸烟

和增强体能锻炼等干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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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脂血后对生化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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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脂血后对
#"

项生化指标测定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例澄清血清标本于处理前后各测
#"

项生化指标!并用
5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

处理前后有
!=

项生化指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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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

用于去除脂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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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的干扰!不适合用于去除脂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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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干扰%

关键词"聚乙烯二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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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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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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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脂的人越来越多#而脂血

对生化结果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采用聚乙二醇

7"""

消除脂血的干扰#在部分生化指标的检测中取得良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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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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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

!

标本来源
!

所有均来源于住院患者或者体检人员'

?<?<@

!

仪器和试剂
!

日立
A>""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有试剂

均是四川迈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YZaB7"""

是益普生工

业公司$法国%生产'

?<@

!

方法

?<@<?

!

YZaB7"""

浓度的选择
!

选取
!""

份轻(中(重度脂血

的标本分成
#

份$每份
!MX

%#分别加入
YZaB7"""

干粉
!

勺(

$

勺$用一特制的勺子#一勺约
:"M

J

%'震荡混匀后#

#:""5

"

分#离心
:M2@

#观察脂质的沉淀情况'结果加入
!""M

J

YZaB

7"""

的血清均能得到澄清血清#所以选取
!MX

血清中加入

!""M

J

YZaB7"""

干粉为实验浓度'

?<@<@

!

上机测试
!

选取
$"

例澄清血清用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后#吸取上层澄清血清备用'处理前后的标本上机重复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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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均值'然后把经
YZaB7"""

处理后的结果乘以系数
!<!

$

aXc

除外%#因在实验中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部分处理后的测

定结果乘以系数
!<!

后与处理前测定结果较一致#而
aXc

处

理前后结果一致#所以不需再乘以系数
!<!

'%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

检验'

@

!

结
!!

果

处理前后有
!=

项生化指标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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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指标结果有统计学意义#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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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处理前结果 处理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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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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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化指标测定结果处理前后比较$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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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处理前结果 处理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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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检验技术的发展#方法学的改进#仪器性能的

提高$双试剂#双波长%#消除了轻(中度脂血对大部分生化指标

的检测干扰#但严重脂血部分生化指标受到严重干扰#甚至无

法测出结果#即使是电极法测定
W

8

(

]0

8

(

(1

T

#仍可导致检测

失败)

!

*

'而且现今高脂血症患者日益增多#日常标本中在
!"

$

$"MMD1

"

X

已屡见不鲜#更有甚者
6a

高达
!:#MMD1

"

X

#血清

似奶油样)

$

*

'因此#寻找一种能消除严重脂血对生化指标测定

影响的简易方法尤为重要'

目前#文献报道的方法主要有高速离心法)

#B7

*

(氯仿)

:

*

(乙

醚)

>

*

(磷钨酸
B

镁
BYZa

法)

$

#

A

*

#

YZaB>"""

)

C

*

(低温冷凝法)

=

*

(去

脂剂
X2

I

D(1E05

$

'H0H'

I

2@

公司生产%

)

!"

*

#各方法都有优缺点#高

速离心法不改变反应体系#但分离血清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

部分实验室未配备高速离心机#而且部分项目离心后同样受影

响)

7

*

'乙醚(磷钨酸
B

镁
BYZa

法均对反应体系有影响#只适合

部分项目#而且磷钨酸
B

镁
BYZa

法操作繁琐#不易做常规方法

开展'去脂剂
X2

I

D(1E05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无毒非离子聚合

物#但
(VY

(

(WB&,

和
6(

检测中不能使用#而且该试剂价格

昂贵#不适于作常规方法开展'而笔者所采用
YZaB7"""

处理

脂血#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该方法简单易操作#试剂便宜易得

$医院药房有售%#而且试剂无毒无害'

从该方法处理前后对结果的影响来看#生化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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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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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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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Y

(

6(b

$

(

(5

(

,c]

(

c+

(

a14

%所有项目均不

受影响#特别是
a14

#所以很适合用于消除脂血对生化全套测

定的影响'而肝功(心肌酶谱仅有部分项目的测定不受影响#

所以并不适合用该方法来消除脂血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

* 董立杰
<

标本脂血对临床生化检测结果的评估及其对策)

_

*

<

实用

医技杂志#

$"!"

#

!A

$

7

%!

#77B#7><

)

$

* 王丹#涂向东
<

用沉淀法消除脂血对尿酸测定的干扰)

_

*

<

上海检

验医学杂志#

!===

#

!7

$

$

%!

$#CB$#=<

)

#

* 石凌波#史惠群
<

利用高速离心法消除脂血对生化测定的影响

)

_

*

<

检验医学#

$""7

#

!=

$

!

%!

!#C<

)

7

* 张帆
<

高速离心对临床常规生化项目测定结果的影响)

_

*

<

国际检

验医学杂志#

$"!"

#

#!

$

C

%!

CCABCCC<

)

:

* 刘玉#王永山#王平等
<

高血脂对囊虫病循环抗原检测结果的影响

)

_

*

<

临床检验杂志#

$""A

#

$:

$

!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

>

* 郑治刚#杨可#蔡迪娅#等
<

脂血经乙醚处理后对生化指标测定结

果的影响)

_

*

<

陕西医学检验#

$"""

#

!:

$

!

%!

$C<

)

A

* 熊俊#石文静#闪全忠
<

磷钨酸
B

镁
BYZa

法消除脂血干扰的方法评

估)

_

*

<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C

#

$#

$

!

%!

:"B:$<

)

C

* 林景涛#瞿锬#代艳杰#等
<

高脂血对血清酶类活性测定影响及处

理方法)

_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A

$

!:

%!

!:7$B!:7#<

)

=

* 刘畅#姜友珍#李爽
<

乳糜血
)

$

微球蛋白测定的影响及去除方法

探讨)

_

*

<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

#

!C

$

#!

%!

#CC>B#CCA<

)

!"

*彭华#戴盛明
<

高脂血标本对临床检验项目的干扰及消除)

_

*

<

国

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7"B!!7$<

$收稿日期!

$"!!B"CB"#

%

!经验交流!

少精#无精症患者染色体及性激素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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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患者染色体及血清激素水平与少精$无精症关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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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采用外周血培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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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染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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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精!无精症患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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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精液正常健康体检的男性染色体核型&对染色体无畸变的少精!无精症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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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微缺失检测&

同时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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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少精!无精症患者染色体核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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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精液正常健康体检男性的血清性激素水平%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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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分析显示患者的总畸变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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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精症和无精症是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之一'细胞遗传

学检查与内分泌检测是研究分析该疾病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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