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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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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对鉴别

R̀ 4*

与普通发热待查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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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综合征出血热$

R̀ 4*

&是由汉坦病毒引起#以发热(出

血(低血压休克和肾损害为特征的急性传染病#病程分为发热

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其临床症状复杂#

合并症较多'近年来
R̀ 4*

的不典型患者逐渐增多#易引起

漏诊和误诊#而
S

反应蛋白$

S4)

&是一种典型的急性时相反应

蛋白#当机体组织受到损伤时#可以在肝脏中迅速大量合成#可

以敏感地反应机体炎性反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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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比较
R̀ 4*

患

者发热期及普通发热待查患者
S4)

的升高水平#探讨
S4)

在

R̀ 4*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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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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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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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本院确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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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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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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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女
==

例#平均年龄$

'%#!&̂ !<#!'

&岁%其中发热期患者
""

例#

休克期患者
!8

例#少尿期患者
"=

例#多尿期患者
!$

例#恢复

期患者
!&

例#根据病期将
R̀ 4*

患者分为相应的
$

组'另选

取同期发热待查患者
'(

例设为发热待查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再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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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设为健康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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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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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所有受试者血清标本#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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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蛋白分析仪及日本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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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S4)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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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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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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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以健康对照组检测结果计算各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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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高于参考区间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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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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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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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与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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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多组间比较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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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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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患者各期与发热待查组及对照组各指标水平比较

!

R̀ 4*

各期血清
5T>

水平与发热待查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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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血清
SO

(

SC

水平在
R̀ 4*

各期均高于

发热待查组$

C

#

(#($

&%血清
5*>

水平除多尿期和恢复期(血

清
T+R

水平除恢复期#在
R̀ 4*

其余各期均高于发热待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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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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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均低于发热待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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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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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患者各期与发热待查组各指标异常检出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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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各期与发热待查组
5T>

(

SO

异常检出率均低于
"(P

%

T+R

除在发热期异常检出率达
8(#8!P

外#在其余各期和发

热待查组异常检出率均为
(#((P

%

5*>

在
R̀ 4*

各期与发热

待查组异常检出率均较高#可达
'(P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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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除在发热期异

常检出率为
$8#(8P

外#其余各病期异常检出率均大于
%$P

#

但在发热待查组异常检出率仅为
!&#&<P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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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异常检出率为
=&#&&P

外#其余各病期和发热待查组异常检 出率均大于
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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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其病情

发展迅速#病死率高#且流行广#危害大'该病的主要病理变化

是全身小血管广泛性损害#临床以发热(休克(充血(出血和肾

损害为主要表现)

"

*

'其病理特点为全身小血管(毛细血管的广

泛损伤#可引起机体各器官的损害#主要为肾(心脏(脑垂体(

肝(胰等)

'

*

'

R̀ 4*

广泛流行于亚欧等国家#我国为该病高发

区且不典型患者增多#易引起误诊和漏诊'因此#对
R̀ 4*

的

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十分重要'

S4)

是一种敏感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由肝脏合成#是一

种敏感的炎性标志物'

S4)

在健康人血中含量甚微#在炎性

疾病(组织损伤等情况下#几小时内迅速升高#并继续急剧上

升#病变消退后立即下降至正常)

=

*

'

S4)

不受性别(年龄等因

素的影响'感染性疾病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或慢性炎性

疾病#其组织损伤物质及炎性物质大量进入血液循环#产生免

疫反应#刺激各种细胞因子#通过相应的细胞因子介导#在肝脏

合成
S4)

#导致机体反应性
S4)

升高)

$

*

'细菌感染常常导致

S4)

浓度升高#而病毒感染时其浓度变化不大或基本不变'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R̀ 4*

患者各病期
S4)

水平明显低

于发热待查组$

C

#

(#($

&#其变化趋势与
5*>

(

SO

(

T+R

(

SC

基本一致%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发热待查组
5T>

(

5*>

(

SO

(

SC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C

$

(#($

&#

T+R

(

S4)

明显升高

$

C

#

(#($

&'但
T+R

除在发热期异常检出率达
8(#8!P

外#在

其余各期和发热待查组异常检出率均为
(#((P

%

SC

除在发热

期异常检出率为
$8#(8P

外#其余各期异常检出率均大于

%$P

#但在发热待查组异常检出率仅为
!&#&<P

%而
S4)

除在

多尿期异常检出率为
=&#&&P

外#其余各期和发热待查组异常

检出率均大于
8(P

'由此可见#

S4)

作为一种急性时相反应

蛋白对于
R̀ 4*

与普通发热可能具有一定的鉴别意义#且在

R̀ 4*

与普通发热患者中均具有较高的异常检出率#其灵敏度

明显高于
5T>

(

5*>

(

SO

(

T+R

及
SC

'

综上所述#

S4)

可能成为
R̀ 4*

患者早期诊断指标#为

R̀ 4*

的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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