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为
'ZV

"

Z5V

(

+

)

*随着阑尾炎疾病严重性的增大
.@A67$

水平升高越明显#因此#临床常规检测其浓度变化对急性阑尾

炎的诊断'鉴别诊断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但临床医师仅凭
.@A

67$

水平的升高不足以判断是否需要手术治疗*本研究同时

检测单纯性'化脓性'阑尾周围脓肿'穿孔性及坏疽性阑尾炎患

者
.@A67$

水平和
X26

计数#结果显示
.@A67$

水平随着阑尾

炎病变程度的加重而明显增高#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穿孔性

及坏疽性阑尾炎患者
.@A67$

水平较其他
'

种阑尾炎类型明

显升高$

2

$

*)*,

&#而不同病理类型患者
X26

计数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2

%

*)*,

&#提示
.@A67$

水平变化能反映阑尾

炎病变的严重程度*

$6B

的生物学效应目前尚无明确的结论#主要包括!抗炎

和保护作用'趋化因子作用及次级炎性因子作用(

5AZ

)

*健康人

群体内
$6B

水平很低$

$

*)*,1

P

"

K!

&#在病毒感染'肿瘤及

手术创伤时
$6B

保持低水平#但在人体细菌性感染和脓毒症

时#

$6B

水平明显升高*在细菌感染
&.

后即可检测到
$6B

水平的异常升高#细菌感染后
%&

"

&(.

显著升高并达到反应

峰值#随着抗菌药物的有效治疗和炎性病灶的有效控制与清

除#

$6B

水平则迅速下降#对细菌性感染的早期诊断'治疗监

测及评估有较高的价值*

$6B

是一种新的炎性指标#特别是

在诊断细菌性感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价值#近年来临床各科

室都在广泛应用#

$6B

在化脓性状态中会升高#同样地在急性

阑尾炎中也会升高#尤其穿孔性及坏疽性阑尾炎患者
$6B

水

平升高更明显(

=A%*

)

*本研究结果显示#穿孔性及坏疽性阑尾炎

患者
$6B

水平明显高于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患$

2

$

*)*,

&*但

与其他细菌性感染相比较#

$6B

在急性阑尾炎中的升高程度

较低*

临床上经常碰到部分急性阑尾炎患者
X26

升高不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患者在感染之前其
X26

计数较低或者部分患

者化疗后
X26

计数处在一个较低的状况#感染时
X26

虽有

轻度的增加但仍位于正常参考值范围内#或部分老年患者细胞

免疫力下降#感染后
X26

计数不升高*因此#该类患者如果

仅凭
X26

计数来判断人体是否存在感染会造成漏诊和误诊#

但此时患者
$6B

'

8A8

'

.@A67$

水平均升高*因此#

$6B

'

8A8

'

.@A67$

及
X26

计数联合应用才能有效提高诊断感染性疾病

的准确率#更好地指导临床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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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酶标仪与血小板聚集仪测定血小板抗低渗休克反应的比较分析

甘新宇!杨
!

洋!赵景岚!于丽君

"成都军区总医院输血科!四川成都
+%**Z'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与血小板聚集仪法进行比较!建立用酶标仪测定血小板低渗休克反应"

\S7

$的方法&方法
!

分别用酶

标仪和血小板聚集仪对含不同比例新鲜血小板的富血小板血浆进行
\S7

检测!并对这两种方法的灵敏度%准确度和重复性进行

比较分析&结果
!

酶标仪法和血小板聚集仪法测得
\S7

分别为"

+,e&(

$

V

和"

+=e&*

$

V

!灵敏度均为
&*V

#采用酶标仪法和血

小板聚集仪法对分别含
5,V

%

,*V

%

&,V

球形血小板样品重复测定
%*

次!变异系数"

0U

$分别为
%*)'V

%

,)&V

%

'),V

和
%%)*V

%

+)&V

%

()%V

#

\S7

测定值准确度与球形血小板百分比相关!其相关系数
;

分别为
*)=,=Z

和
*)=+Z(

&结论
!

酶标仪法与血小板

聚集仪法对
\S7

的测定无明显差异!酶标仪可用于
\S7

的标准化检测&

关键词"血小板低渗休克反应#

!

酶标仪#

!

血小板聚集仪

!"#

!

%*)'=+=

"

>

)?@@1)%+5'A(%'*)&*%+)*,)*(%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A(%'*

"

&*%+

$

*,A*+5*A*'

!!

血小板低渗休克反应$

\S7

&是指血小板$

$!B

&在渗透压

低的环境中会发生肿胀变形#一定时间后又可恢复其原有形

状#这种变形后又恢复的能力是反映
$!B

功能的一项重要指

标#它与
$!B

的回收率和存活时间呈正相关(

%A&

)

*目前#国内

\S7

检测方法尚未标准化#常用方法包括分光光度计检测法

和血小板聚集仪检测法(

&A'

)

*本研究利用酶标仪对
\S7

进行

检测#并与血小板聚集仪检测法进行灵敏度'准确度和重复性

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分析酶标仪法检测
\S7

的效能*现报道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U1IW!3M#0D

!

#3GH.&*%+

!

LCE)'5

!

9C),



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B

!

样品制备(

(

)

!

采用血小板单采仪采集
%

个治疗量的

$!B

#取
%*K!

乏血小板血浆$

$$$

&#加入单采
$!B

调节
$!B

浓度至$

&,*

"

'**

&

:%*

=

"

!

#即富血小板血浆$

$7$

&#将其分为

两份!$

%

&

%

份
$!B

悬液放入专用
$!B

保存箱中静置
&,.

#再

振荡
%.

#即为
%**V

的正常
$!B

%$

&

&另
%

份加入
&

P

"

!

的乙

二胺四乙酸二钠$

Y8B"A93

&

&后#放入
&

"

([

冰箱储存
&(.

#

取出放入
$!B

专用保存箱静置
%.

#再振荡
%.

#即为
%**V

的

球形
$!B

*两份均用羟乙基哌嗪乙磺酸$

\Y$YS

&缓冲液调节

F

\

值至
5)*

后待用*

B)C

!

主要仪器
!

B.0GKC#b'

型酶标仪$天津开元医疗有限

公司&#

,**6"

型血小板聚集分析仪$美国
6.GC1CAEC

P

公司&#

"2]+*

型血细胞计数仪$日本
S

O

@K0T

公司&*

B)D

!

方法

B)D)B

!

血小板聚集仪法测定
\S7

(

(

)

!

将血小板聚集仪搅拌

速度旋钮调至刻度
%*

并开机预热
'*K?1

#然后将
$$$

'

$7$

'

磷酸盐缓冲液$

$2S

&和蒸馏水
(

种液体放入预热槽中预热
%*

K?1

*吸取
,**

#

!$7$

和
$$$

至两个测试杯中#搅拌加有

$$$

的测试杯后放置到测试位#调节基线至
*V

"

%**V

#待基

线稳定后吸取
&,*

#

!$2S

加入到
$$$

中#立即运行
'*@

#记

录
$2S

的吸光度$

"

&值$以
,

表示&%吸取
&,*

#

!

蒸馏水加入

$7$

中行相同测试#记录
"

值#待
"

值达到平衡后终止测定#

记录样品最大
"

值$以
+

表示&和最小
"

值$以
!

表示&*计

算
\S7f

($

+_!

&"$

+_,

&)

:%**V

*

B)D)C

!

酶标仪测定
\S7

(

,

)

!

分别取样品
'

份#同时测定
\S7

并取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

&测定最小吸光度$

"

*

&和恢复
%,

K?1

后吸光度$

"

%,

&!在
=+

孔酶标板微孔中加入
&**

#

!

蒸馏

水#再加入样品
%**

#

!

#蒸馏水调零#以
+'*1K

波长作为主波

长#

(,*1K

波长为第
&

波长#用
#b'

型酶标仪测定样品的

"

*

#并于
%,K?1

后振荡
%,@

再次测定该样品的
"

%,

*$

&

&测定

最大吸光度$

"

K3T

&!在
=+

孔酶标板微孔中加入
&**

#

!$$$

#再

加入样品
%**

#

!

#

$$$

调零#用
#b'

型酶标仪以相同波长测

定样品的
"

K3T

值*$

'

&

\S7

的计算!

\S7f

$

"

%,

_"

*

&"

$

"

K3T

_"

*

&

:%**V

*

B)D)D

!

重复性试验(

(

)

!

将
%)%

样品制备中的正常
$!B

悬液

与球形
$!B

悬液按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高$

5,V

&'中$

,*V

&'

低$

&,V

&的球形
$!B

板悬液#分别用酶标仪和聚集仪重复测

定
\S7%*

次#分别计算均值$

M

&'标准差$

<

&及变异系数$

0U

&*

B)D)E

!

灵敏度试验(

(

)

!

按
%)')'

同样方法配制
*V

'

%*V

'

&*V

'

'*V

的球形
$!B

悬液#同样用酶标仪和聚集仪分别重复

检测
\S7%*

次#分别计算
M

并进行比较分析*

B)D)F

!

准确性试验(

(

)

!

按
%)')'

同样方法配制
*V

'

&,V

'

,*V

'

5,V

'

%**V

的球形
$!B

悬液#同样用酶标仪和聚集仪分

别检测
\S7

#比较球形
$!B

水平及其与
\S7

测定值的相关

性#以及两种检测方法的相关性*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Me<

表示#采用
=

检验进行比较分析#

2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种方法
\S7

检测结果比较
!

酶标仪法测得
\S7

为

$

+,e&(

&

V

#血小板聚集仪法测得
\S7

为$

+=e&*

&

V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f*)5

#

2f*)&,

&*

C)C

!

两种方法检测
\S7

重复性比较
!

应用两种方法分别对

高'中'低水平球形
$!B

悬液进行
\S7

检测#重复
%*

次#

M

'

<

及
0U

见表
%

*

表
%

!!

两种
\S7

检测方法的重复性比较#

$f%*

)

V

$

球形
$!B

百分比$

V

&

酶标法

M

< 0U

血小板聚集仪法

M

< 0U

5, &,)+ &)' %*)' &+), &), %%)*

,* (%)= &)% ,)& (')& &)Z +)&

&, +,)Z &)5 '), +()5 &)* ()%

C)D

!

两种方法检测
\S7

的灵敏度比较
!

应用两种方法分别

检测
*V

'

%*V

'

&*V

'

'*V

球形
$!B

悬液#重复
%*

次检测*分

别与球形
$!B

百分比为
*V

的溶液比较#酶标法在球形
$!B

百分比为
&*V

'

'*V

时测得的
\S7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值分别为
&)&&Z

'

')%+=

#

2

$

*)*,

&%血小板聚集仪法在球形

$!B

百分比为
&*V

'

'*V

时测得的
\S7

也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值分别为
&)5+(

'

'),Z%

#

2

$

*)*,

&*当球形
$!B

增

加到
&*V

时#两种方法测得的
\S7

均开始明显降低#故两种

方法的检测灵敏度均为
&*V

*见表
&

*

表
&

!!

两种
\S7

检测方法的灵敏度#

$f%*

)

Me<

)

V

$

球形
$!B

百分比$

V

& 酶标法 血小板聚集仪法

* =&)'e&)' =*),e')Z

%* Z,)+e')5 Z%)&e()*

&* 5&)5e()'

"

5*)%e&)=

"

'* +(),e')'

"

+')5e()'

"

!!

"

!

2

$

*)*,

#与同种方法球形
$!B

百分比为
*V

的悬液比较*

C)E

!

两种方法检测
\S7

的准确性及其与
$!B

水平的相关

性
!

用两种方法分别对
*V

'

&,V

'

,*V

'

5,V

'

%**V

的球形

$!B

悬液进行
\S7

检测#测得
\S7

与球形
$!B

水平呈明显

正相关 $酶 标 仪 法!

;f *)=,=Z

%血 小 板 聚 集 仪 法!

;f

*)=+Z(

&*两种方法测得
&,V

'

,*V

'

5,V

'

%**V

球形
$!B

悬

液的
\S7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值分别为
%)5',

'

%)5==

'

%)5*'

'

%)+&%

#

2

$

*)*,

&#且两种方法测得
\S7

也呈正

相关$

;f*)=Z5,

&*见表
'

*

表
'

!!

两种
\S7

检测方法的准确性#

$f%*

)

Me<

)

V

$

球形
$!B

百分比$

V

& 酶标法 血小板聚集仪法

* =&)'e&)' =*),e')Z

&, +,)Ze&)5

"

+()5e&)*

,* (%)=e&)%

"

(')&e&)Z

5, &,)+e&)'

"

&+),e&),

%** (),e%)'

"

,)*e%)Z

!!

"

!

2

$

*)*,

#与相同球形
$!B

百分比悬液血小板聚集仪法测得

\S7

比较*

D

!

讨
!!

论

血小板聚集仪检测原理有比浊法和电阻法两种#电阻法适

用于全血和血浆检测#而比浊法仅适用于血浆检测*比浊法实

际就是
"

值检测法#酶标仪的检测原理也是
"

值检测*在检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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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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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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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血浆中
$!B

的聚集时#如果能用方便快捷的酶标仪代替血

小板聚集仪#将会极大地方便检验人员*

\S7

反映了
$!B

在低渗环境中因水进入发生变形后又

恢复其原有正常形态的能力#在
$!B

悬液中加入水#悬液即处

于低渗状态#水渗入
$!B

#

$!B

的体积随即发生肿胀#光透射

增强%如果
$!B

功能正常#就能逐出细胞内的水份#其体积又

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于是光的折射率增强#

"

值降低*

$!B

这

一体积膨胀又恢复的变化是由细胞内一系列的复杂活动和细

胞膜离子通道变化及外部刺激所引起*与其他动物细胞一样#

在低渗环境中#

$!B

通过产生一系列反应使自身体积肿胀后

再恢复正常#这主要是通过降低细胞内各种离子的浓度来维持

$!B

的体积#通常这种反应通过腺苷三磷酸$

"B$

&来完成*

即在低渗溶液中细胞通过渗透吸水作用使水进入#细胞发生肿

胀#此时细胞钙离子$

63

&i

&浓度很快下降#

63

&i浓度下降导致

细胞
"B$

的释放#

"B$

与
/A

蛋白
A

磷脂酶
6

相连接#而后
/A

蛋白腺苷酸脱氨酶与
63

&i 受体连接#导致细胞膜上钾离子

$

b

i

&'氯离子$

6E

_

&通道开启#

b

i

'

6E

_同向转移#

b

i

'氢离子

$

\

i

&泵关闭*这一系列信号传导导致
b

i

'

6E

_和水又从细胞

内移出#于是细胞的体积又恢复正常(

,A+

)

*检测
\S7

就是通过

检测
$!B

体积膨胀时光透射变强#而
$!B

体积恢复时光透射

又变弱#来评价
$!B

的体外功能#以细胞反应恢复率表示*

$!B

在低渗环境中体积膨胀到最大时所需时间约为
%Z@

*应

用酶标仪测定
\S7

时#加入
$7$

后混匀
Z@

#再放入酶标仪进

行吸光度监测#这段时间大约需要
%*@

%

$!B

体积从最大恢复

到正常所需时间约为
%,K?1

#故检测时间设定在
%,K?1

*值

得注意的是#环境温度对
\S7

的测定有较大影响#

&&[

保存

的
$!B

悬液在测定前需预温至
'5[

后再行测定*

本研究结果显示#酶标仪和血小板聚集仪两种方法测定

\S7

无明显差异#与文献(

+A%*

)报道的
(*V

"

Z*V

结果比较

吻合#说明酶标仪是可以用于测定
\S7

的*酶标仪是实验室

常用仪器#采用酶标仪测定
$!B

的
\S7

#其方法简单#所需样

品少#重复性完全能达到要求#结果准确#检测迅速#可同时测

定多份样品*对于没有血小板聚集仪的实验室#可以选择用酶

标仪进行
\S7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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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心病患者上呼吸道感染产超广谱
)

A

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

及肺炎克雷伯菌的检测

王向臣

"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检验科!山东烟台
&+(**%

$

!!

摘
!

要"目的
!

检测反复呼吸道感染"

77U

$慢性肺心病患者咽拭子培养产超广谱
)

A

内酰胺酶"

YS2!@

$病原菌!回顾分析其耐

药性&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就诊的
%*=Z

例老年肺心病伴
77U

患者咽拭子标本进行培养!用法国生物

梅里埃细菌分析软件对患者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结果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6!SU

$标准判读!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

共检出大肠埃希菌
%=5

株%肺炎克雷伯菌
%,+

株!其中产
YS2!@

菌株的检出率分别为
(()%+V

%

'*)55V

&产
YS2!@

菌株

较非产
YS2!@

菌株有更强的耐药性!两者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舒巴坦及阿米卡星高度敏感!但对三代以下头孢类抗菌药物呈

多重耐药性&结论
!

慢性肺心病合并
77U

患者产
YS2!@

病原菌检出率较高!该类细菌对头孢类抗菌药物呈较高耐药性!依据细

菌培养结果及药敏试验进行治疗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肺心病#

!

上呼吸高感染#

!

超广谱
)

A

内酰胺酶#

!

耐药性

!"#

!

%*)'=+=

"

>

)?@@1)%+5'A(%'*)&*%+)*,)*(&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A(%'*

"

&*%+

$

*,A*+5&A*'

!!

反复呼吸道感染$

77U

&是老年慢性肺心病患者的常见病#

其发病率约为
&,V

*一般认为#老年人由于机体抵抗力下降

及自身免疫功能降低#易患上呼吸道感染#尤其在春冬季节#因

昼夜温差变化大#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77U

已经成为严重影响

老年人群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的公共卫生问题*有研究认为#

由于受凉'淋雨'过度疲劳等因素#导致老年人呼吸道局部防御

能力降低#使得原本存在于上呼吸道的病原体能够迅速繁殖并

侵入人体导致感染*

77U

以病毒感染最为常见#细菌感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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