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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毛细管电泳仪检测原理是让带

电的分子在特定
D

[

值的碱性缓冲液中根据它们的电泳移动

性进行高压分离"该方法具有很高的分辨率"通过使用碱性

D

[

缓冲液"正常和异常%或变异体'血红蛋白按下列顺序检测

出来"从阴极到阳极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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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

(

H

$

X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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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A

%包

括次要
[A9'

'及
9'0

"在血红蛋白所特有的吸收波长
4'-8#

下"在毛细管的阴极端可以直接准确地检测"从而对
[A9'0

组

分进行相对定量分析#

本研究从日常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常规肝素锂和氟化

钠抗凝采血管采集标本对毛细管电泳法检测
[A9'0

的影响"

从而发掘这项检测方法更多实用性特点#对所纳入的研究对

象均经过筛选"选取各种糖尿病患者%考虑纳入研究者年龄构

成(病程长短及兼顾是否并发其他疾病'的标本"

[A9'0

浓度

在各正常和异常值区间段范围均有分布"同时不超出
E$

D

%&&$>"

L

7+g&=_ %̂=>0%8

B

毛细管电泳仪检测线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用于干扰评价的标本浓度取值合理性)

-"5

*

#

本次研究发现"与厂家建议使用抗凝剂
!X:9"W

+

抗凝标

本比较"使用常规剂量的肝素锂和氟化钠抗凝时"毛细管电泳

法检测
[A9'0

结果与
!X:9"W

+

抗凝标本检测结果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B

'

(/(-

'"且与
!X:9"W

+

抗凝标本检测结果具

有相关性%

B

$

(/(('

'"表明肝素锂和氟化钠对毛细管电泳法

检测
[A9'0

未造成干扰"这
+

种抗凝剂抗凝标本可适用于毛

细管电泳法检测
[A9'0

#

在日常工作中"肝素锂(氟化钠是日常主要抗凝剂用于临

床生物化学项目检测标本的抗凝"本次研究发现肝素锂(氟化

钠抗凝适用于毛细管电泳法检测
[A9'0

"对于糖尿病患者需

要同时检查临床生物化学项目和
[A9'0

浓度时均可避免多采

血"特别是对于老年患容易接受"也便于采血#这也表明毛细

管电泳法检测
[A9'0

在一定程度上较传统方法更便于临床应

用"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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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双相情感障碍"

GX

$患者白细胞介素
'

#

"

IV"'

#

$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GXYg

$水平%方法
!

选取
GX

患

者
*+

例"

GX

组$&单相情感障碍患者
)-

例"单相组$及健康体检者
)-

例"健康体检组$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GX

患者病情!将
GX

组

分为
GX

缓解组和
GX

发作组!采用
!VIH9

法检测各组
IV"'

#

&

GXYg

水平!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

GX

缓解组&

GX

发作

组&单相组&健康体检组的
IV"'

#

水平分别为"

4-/,-T'/)-

$&"

2)/-+T'/+)

$&"

2,/*4T'/4,

$&"

--/+-T+/,*

$

8

B

(

#V

#

GXYg

水平

分别为"

4'/-+T+/-4

$&"

+5/,*T'/)+

$&"

2+/'4T'/4)

$&"

44/,-T+/45

$

8

B

(

#V

%

GX

发作组&单相组的
IV"'

#

和
GXYg

均明显低于

健康体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但
GX

发作组和单相组之间
IV"'

#

&

GXYg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

GX

缓解组

IV"'

#

和
GXYg

与健康体检组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GX

疾病发作与
IV"'

#

&

GXYg

间存在紧密关系!提示

可将
IV"'

#

&

GXYg

作为治疗效果评估指标%

关键词"双相情感障碍#

!

IV"'

#

#

!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

血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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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

GX

'是临床上一种常见循环发作的情感障碍"

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对患者的社会功能损伤显著"残疾率非常

高"被
Z[\

列为主要劳动力年龄阶段的致病原因)

'

*

#该种疾

病主要表现为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具体表现为患者注意力(执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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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等能力都明显下降"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研

究表明"该种精神疾病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GXYg

'及白细

胞介素
'

#

%

IV"'

#

'有关#为此"本次研究选取
+('2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就诊的
*+

例
GX

患者(

)-

例单相情感障

碍患者(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比了其血清
IV"'

#

和
GXYg

水平"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次研究选取
+('2

年
,

月至
+('-

年
'+

月

来本院就诊的
GX

患者
*+

例%

GX

组'(单相情感障碍患者
)-

例%单相组'"以及健康体检者
)-

例%健康体检组'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
GX

组根据病情"分为
GX

发作组和
GX

缓解组#全部

研究对象均自愿参与研究"并且已经签署知情同意书#

2

组的

教育年限(年龄(发病次数等资料对比情况详见表
'

"结果表明

对比结果无明显差异"可进行对比%

B

'

(/(-

'#

?/@

!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符合
EEPX"2

双

相障碍的临床诊断标准者&%

+

'签署参与研究的知情同意书&

%

2

'年龄为
')

"

*(

岁&%

4

'

[9PX

评分超过
,

分"以及
`PFH

评分超过
'+

分)

+

*

#排除标准!%

'

'合并其他精神疾病患者&%

+

'

严重的恶性肿瘤患者&%

2

'认知功能严重障碍"无法与外界交流

者&%

4

'哺乳(妊娠期女性&%

-

'半个月内服用过精神药物等患者

及酗酒患者)

2

*

&%

)

'未签署自愿参与研究知情同意书#

表
'

!!

一般资料对比情况

项目
GX

缓解组%

']2*

'

GX

发作组%

']2-

' 单相组%

'])-

' 健康体检组%

'])-

'

>

$

!

+

B

男性比例)

'

%

3

'*

'5

%

-'/2-

'

'*

%

4,/-*

'

24

%

-+/2'

'

2-

%

-2/,-

'

'/)+'

'

(/(-

年龄%岁'

2,/5*T'/+) 25/('T'/(4 2,/*4T'/,- 25/-4T'/2, (/5,*

'

(/(-

体质量%

R

B

'

-,/,-T+/4- -,/*4T+/)+ -5/,*T'/4) -,/*-T+/-4 '/+-4

'

(/(-

教育年限%年'

''/-,T'/+- ''/)+T'/24 '+/'(T'/,- ''/5,T+/4- (/,*-

'

(/(-

未婚比例)

'

%

3

'*

',

%

4,/)4

'

'*

%

4,/4-

'

2-

%

-2/,-

'

2)

%

--/2,

'

'/)4'

'

(/(-

丧偶离异比例)

'

%

3

'*

'4

%

2*/,4

'

'2

%

2*/'4

'

2(

%

4)/'-

'

+5

%

44/)+

'

'/+)4

'

(/(-

发病次数%次'

)/,-T(/'4 )/*,T(/', )/5*T'/4+ b (/,**

'

(/(-

!!

注!

b

表示无数据#

?/A

!

方法
!

每名研究对象各抽取
-#V

静脉血"温水中静置

(/-@

后
'-((>

$

#%8

离心
'-#%8

"分离血清置于
+#V

离心管

内"

b4( U

保存待测)

4

*

#

IV"'

#

和
GXYg

检测均严格按照

!VIH9

法试验步骤进行"由经验丰富的检验人员完成"检测试

剂盒购自广州健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试剂盒说明书判定

结果)

+

*

#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 HH'5/(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IT=

表示"组间均数对比采用
>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对比采用
!

+ 检验"以
B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
IV"'

#

及
GXYg

水平比较
!

GX

发作组(单相组的

IV"'

#

和
GXYg

均明显低于健康体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

'"但
GX

发作组和单相组之间
IV"'

#

(

GXYg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B

'

(/(-

'"

GX

缓解组
IV"'

#

和
GXYg

与健康体检

组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各组
IV"'

#

(

GXYg

水平比较$

8

B

'

#V

)

IT=

%

组别
IV"'

#

GXYg

GX

缓解组
4-/,-T'/)- 4'/-+T+/-4

GX

发作组
2)/-+T'/+)

#

+5/,*T'/)+

#

单相组
2,/*4T'/4,

#

2+/'4T'/4)

#

健康体检组
--/+-T+/,* 44/,-T+/45

!!

注!与健康体检组比较"

#

B

$

(/(-

#

@/@

!

IV"'

#

及
GXYg

的影响因素
!

对
GX

发作期患者的
IV"'

#

及
GXYg

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与发病年

龄(病程等因素均无明显相关性%

B

'

(/(-

'"见表
2

#

@/A

!

IV"'

#

与
GXYg

的相关性
!

将
IV"'

#

水平作为自变量"

GXYg

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

IV"'

#

水平越高"

GXYg

值也就越大%

<](/)4'

"

B](/(+

'#

表
2

!!

IV"'

#

及
GXYg

的影响因素分析

项目
IV"'

#

< B

GXYg

< B

发病年龄
b(/2)4 (/)-4 b(/25, (/-,5

病程
b(/4)+ (/-*5 b(/-4* (/,4-

发病次数
b(/+)4 (/*-' b(/+)* (/45,

A

!

讨
!!

论

!!

GX

是临床中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疾病"又称为狂躁抑郁症"

该疾病的临床症状主要有不定期出现的狂躁与抑郁)

-

*

#同时"

狂躁抑郁症反复交替出现#除以上表现"患者还有睡眠的不规

律变化"以及神经认知方面功能的不断改变)

)

*

#根据调查显

示"该疾病不仅包括情绪调控异常"还包括睡眠觉醒异常及认

知方面的缺陷#

GX

在临床中的主要特征就是认知功能障碍"

具体表现为执行力(记忆力及注意力偏弱"且与患病程度呈正

比"如果患者的患病程度严重的话有可能导致痴呆)

*

*

#因此"

探究
GX

发病机制及状态具有现实意义"可为进一步探究其治

疗措施提供理论#

GXYg

主要在人的视觉系统如视神经(视网膜(睫状体(虹

膜(顶盖区域(上丘等部位分布"是由一定数量的氨基酸组成的

碱性蛋白#研究表明"

GXYg

对人脑部神经元分化(生长等活

动都产生明显影响#本研究中"

GX

发作组患者的血清
GXYg

为%

+5/,*T'/)+

'

8

B

$

#V

"明显低于健康体检组)%

44/,-T

+/45

'

8

B

$

#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笔者认为"

GX

发作期患者
GXYg

较低的原因在于神经元出现损伤"导致
GX"

Yg

水平降低"但也有学者认为"

GXYg

明显降低会导致患者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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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2*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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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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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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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出现损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无统一观点#本研究结

果表明"

IV"'

#

与
GXYg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4'

"

B]

(/(+

'#由此可见"

GX

疾病发作与
IV"'

#

(

GXYg

存在紧密关

系"并且这
+

个指标与发病年龄(发病次数等因素无相关性"而

两者间却呈正相关"提示
IV"'

#

(

GXYg

水平变化在
GX

疾病发

病过程中存在时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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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降钙素原(超敏
E

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在

细菌性感染疾病中的诊断价值比较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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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博长安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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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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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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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并比较血清降钙素原"

Ê:

$&超敏
E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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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计数"

ZGE

$在细菌性感染疾病中的诊断

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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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

例感染患者!将其分为
2

组!其中重症细菌感染组
4+

例!轻症细菌感染组
'2(

例!病毒感染组
,'

例!并选

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

4

组分别抽取用药前静脉血同时进行
Ê:

&

@7"EF̂

&

ZGE

测定!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比

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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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细菌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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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E

明显高于轻症细菌感染组&病毒感染组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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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细菌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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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病毒感染组
Ê:

&

@7"EF̂

&

ZGE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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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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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菌性感染疾病中均有一定的诊断价

值!而血清
Ê:

在细菌感染尤其是重症细菌感染中表现出了很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关键词"降钙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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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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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性疾病在临床上极为常见"临床诊断的过程中仔

细甄别感染类型"精准诊断感染并且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

对患者来说意义重大#目前诊断感染性疾病的指标常用有白

细胞计数%

ZGE

'(超敏
E

反应蛋白%

@7"EF̂

'(血清降钙素原

%

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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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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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受影响因数较多"不如血清

Ê:

对细菌感染疾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高"因而"近年来
Ê:

愈来愈多地在临床上用于细菌性感染疾病的早期诊断及与非

细菌感染疾病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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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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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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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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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

收治的细菌感染性疾病患者
+-2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的

临床表现及常规检查(细菌培养(病毒血清学试验等检查结果

确诊"分为重症细菌感染组
4+

例%败血症(脓毒血症(重症细菌

性肺炎'(轻症细菌感染组
'2(

例%局部感染'(病毒感染组
,'

例"对照组为同期本院职工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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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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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年龄(性别

等一般状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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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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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在用药前抽取静脉血
+

管"其中干燥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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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采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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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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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7"EF̂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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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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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采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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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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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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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胶体金法"

仪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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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免疫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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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胶乳增强

免疫比浊法"仪器为东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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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ZGE

检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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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试剂

均为原装配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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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 HH+'/(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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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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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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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

各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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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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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轻症细菌感染组(病毒感染组和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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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细菌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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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和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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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细菌感染组和轻症细菌感染组
ZGE

明显高

于病毒感染组及对照组"但重症细菌感染组和轻症细菌感染组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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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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