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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治肺结核与肺部感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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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测指标的特点

李
!

娅!

!易
!

富"

!缪春健!

!梁
!

凯"

!何宇佳"

"

!#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贵州六盘水
//8$$!

$

"#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
/%

中心医院检验科!云南开远
--!-$$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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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初治肺结核患者"包括痰涂片检测阴性&痰涂片检测阳性患者%及肺部感染患者外周血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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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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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

3T=

%&红细胞沉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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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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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43

%的特点!为临床工作的诊疗提供参考'方法
!

选取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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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医院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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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6

年
!!

月收治的初治肺结核患者
!7.

例纳入初治肺结核组!其中痰涂片检测阳性

患者
6!

例!痰涂片检测阴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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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部感染组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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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检测所有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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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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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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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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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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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治肺结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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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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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肺部感染组!

3T=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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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治肺结核组中!痰涂片检测阳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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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明显高于痰涂片检测阴性患者!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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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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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治肺结核患者和肺部感染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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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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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定特点!肺结核

患者
3T=

明显高于肺部感染患者!临床工作中对这些检测指标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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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与肺部感染都是肺部感染性疾病#这
"

种疾病常常

有一些共同表现#使临床工作中难以及时将二者予以鉴别(白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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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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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沉降率$

*V4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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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用的炎症监测指标#肺结核患者和肺部感染患

者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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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不同程度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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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部分肺结核患者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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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一定比例增加#

有学者建议将
3T=

作为肺结核治疗过程中疗效的观察指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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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初治肺结核与肺部感染患者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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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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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少有研究#因此本研究探讨了初治肺

结核与肺部感染患者上述指标的不同特点#以便为临床工作中

对二者的鉴别诊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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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其中初治肺结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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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

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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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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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痰涂片检测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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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痰涂片检测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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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均为初治肺结核患者#未合并其他感染性疾病'外

伤或其他肺部疾病(肺部感染组
!$$

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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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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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未接受过任何治疗#且未合并其他感染'外伤或其他肺部

疾病(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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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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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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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所有受试者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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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V2V7#$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学

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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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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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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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偏态分布使用几何平均数$最

小值
$

最大值&的形式表示#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

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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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结核病的发病率在国内呈逐年上升趋势#笔者研究

病例所在的红河州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当前在对新增结核病

患者#尤其是痰涂片检测阴性结核病患者的诊治上常因其临床

表现不明显而出现一定的延误#甚至误诊(肺结核是因结核杆

菌感染肺部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过程#其病理'生理过程复杂#

结核杆菌引起的免疫反应常常引起机体一些常用检测指标的

变化#这些变化与肺部感染患者的变化有一定差异#这在临床

工作中为对肺结核患者及肺部感染患者的诊治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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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了初治肺结核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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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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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情况#同时以肺部感染患者及对照组健康

者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初治肺结核组和肺部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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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V4

'

3T=

和
(43

的检测值均较对照组高#其中
c+(

增高主

要由
1*

增高引起(初治肺结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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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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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

和
(43

检

测结果较肺部感染组低#而
3T=

则较肺部感染组高(肺结核

患者
3T=

增高可能与调节巨核细胞生长的白介素
,8

'白介素
,

-

及粒
,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过度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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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研究

发现初治痰涂片检测阳性肺结核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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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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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3

的检测结果较初治痰涂片检测阴性患者高#这说明这些

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肺结核患者的病期和病情#所以临床

工作中应该加强对这些指标的监测(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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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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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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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

和
(43

在初治肺结核患

者和肺部感染患者及健康人群中均具有一定各自的特征#并且

在初治肺结核痰涂片检测阳性与痰涂片检测阴性患者中的检

测结果也有一定差异#临床工作中应对这些检测指标的差异进

行足够重视#这些检测数据的差异可以为临床医生对这些疾病

的诊疗提供一定的参考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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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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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平度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山东平度
"--.8-

%

!!

摘
!

要"目的
!

目标性定期监测
Y(b

感染数据!了解危险因素!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方法
!

采用目标性监测方法对
"$!6

年
!$

月
-$

例
Y(b

患者的医院感染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侵入性操作相关感染进行研究分析'结果
!

-$

例患者中共发生医院感染

为
"8#885

!日感染率为
"6#"!w

!调查日感染率为
-#68w

$

8

种侵袭性操作相关性感染率分别为#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率发生

%#-%w

!中心静脉插管相关血流感染率
7#!%w

!导尿管插管相关泌尿道感染率
"#$/w

!共检出
"!

株致病菌株!以革兰阴性菌为

主'结论
!

Y(b

医院感染发生率高与各种导管应用相关!以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为主!应注意多重耐药菌的监控与防护!做好隔离

与手卫生'

关键词"导管相关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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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Y(b

是医院内救治危重患者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

医院感染的高发区域)

!,"

*

#监测'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是目前综

合
Y(b

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了解患者各种导管相关

性感染的发病概率#为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提供客观真实的数

据#特对
Y(b

患者进行目标性跟踪监测#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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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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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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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
Y(b

住院患者
-$

例#其中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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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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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
Y(b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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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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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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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由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或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

前瞻性主动收集监测数据#依据/医院感染诊断标准0进行数据

分析(监测内容包括医院感染率'导管使用率'导管相关性感

染率)

8

*

(感染病例的确认应由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做出最

终判断#发现感染病例#按要求填写
x

患者日志
x

监测表(发现

感染病例#按要求填写-医院感染监测病例调查表.#将收集到

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计算方法!$

!

&根据计算公式#每月监测

人数
h

当月新入
Y(b

人数
d

上月末住在
Y(b

人数%$

"

&每周按

照-

Y(b

监测患者临床病情分类标准及分值.

)

6

*对患者进行评

定#评定结果记在-

Y(b

月报表.中#然后计算
Y(b

患者的病情

平均严重程度(其计算方法如下!

平均病情严重程度
h

每周根据临床病情分类标准评定的患者

总分值"每周参加评定的
Y(b

患者总数

调整患者日医院感染率
hY(b

患者日医院感染发病率"平均病

情严重程度
R!$$$w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H@G"$$.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

@

!

结
!!

果

@#?

!

Y(b

感染率
!

Y(b-$

例监测患者共发生感染
!6

例#

!-

例次%导管相关感染
.

例次$呼吸机相关肺炎
6

例#中心静脉插

管相关感染
"

例#导尿管插管相关感染
!

例&(感染人次率为

"8#885

#感染例次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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