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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相关血常规及生化检验项目的临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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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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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病毒性肝炎相关血常规及生化检验项目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ED

年
"

月至
"$E!

年
I

月收治的
#!

例病毒性肝炎患者为观察组!选择同期体检健康人员
#!

例为健康对照组$两组受检人员均进行血常规及生化检验!并对其检验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

观察组患者血常规中的
c&(

'

%@6

以及中性粒细胞指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而淋巴细胞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F$!

#&生化检验中观察组患者的
6&A@

以及
7@6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7@&

以及

7

%

Z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F$!

#$结论
!

病毒性肝炎患者进行血常规以及生化检验对其诊断具

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病毒性肝炎&

!

血常规&

!

生化检验

!"#

!

E$F;I#I

"

M

F*NN8FE#=;.DE;$F"$E#FE#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DE;$

"

"$E#

#

E#.";D;.$"

!!

病毒性肝炎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其主要病变位置为肝脏#

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及乏力等#并对自身的多个系统造成一

定的影响'

E

(

)作者拟对本院收治的
#!

例病毒性肝炎患者进行

血常规以及生化检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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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
"$ED

年
"

月至
"$E!

年
I

月收治的
#!

例病毒性肝炎患者为观察组#所有患者均符合-病毒性肝炎防

治方案.中的诊断标准#其中男
D$

例+女
"!

例#年龄
"E

!

=<

岁+平均$

D!F"JE$F=

%岁)选择同期体检健康人员
#!

例为健

康对照组#其中男
D"

例+女
";

例#年龄
""

!

=I

岁+平均

$

D=F!JEEFD

%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F$!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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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此两组受检人员均进行血常规以及生化检验#检

测白细胞$

c&(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计数$

%@6

%

水平#以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7@6

%+清蛋白$

7@&

%+清蛋白

与球蛋白的比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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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总胆红素$

6&A@

%水平)其检测设备

为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并选择相关配套试剂)

@F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BB"EF$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

量资料以
DJ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以
!

$

$F$!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F@

!

两组受检人员的血常规指标
!

观察组患者血常规中的

c&(

+

%@6

以及中性粒细胞指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而淋巴

细胞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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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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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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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受检人员血常规水平比较

组别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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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性粒细胞$

]

% 淋巴细胞$

]

%

观察组
#! !F$<JEF#" E$"F;;J#$F!< !DF=EJEEF;D ;IF=#J<FEE

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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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受检人员生化检验指标
!

生化检验中观察组患者的

6&A@

以及
7@6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7@&

以及
7

"

Z

水

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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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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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受检人员生化检验结果比较

组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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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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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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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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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
#! "!F##JIF$< D$F<EJ"F;D EF$DJ$FE;EE"F#!J<$FED

健康对照组
#! EDF#EJ#F$" D#FD<J!F"E EF#<J$F"; ;$F=<JEI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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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患者如果其机体
c&(

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其

引发原因可能是肝硬化或者骨髓造血产生异常现象#当病毒对

骨髓造血产生侵蚀现象时#染色体如果受到了一定的损伤#会

出现分化现象#致使造血逐渐降低#部分患者会出现造血畸形

现象#并且患者的病情会有所加重'

".;

(

)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主

要表现是
%@6

大幅度降低#而产生此现象的主要因素为脾功

能亢进#同时对骨髓产生了一定的损伤)同时免疫复合物以及

肝炎病毒会产生相应的免疫性反应#因此对造血干细胞会产生

相应的伤害#对机体自身所产生的造血能力进行了抑制'

D

(

)机

体肝脏逐渐形成血清
7@&

#其半衰期时间较长#通常在
""

!

"#

O

后#其机体肝脏发病达到相应的程度后#其患者体中的
7@&

以及
'Z

水平才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肝脏血清学的相关生化指标可以利用以下方法进行转变!

因为肝细胞所产生的损伤现象致使肝细胞中的相关物质逐渐

进入到血清中#从而使得血清中的相关物质浓度呈现上升趋

势'

!

(

)同时少数肝组织产生了相应的病变现象#大大降低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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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能力#使肝脏合成的有关物质浓度降低'

#

(

)因为肝脏受到

相应的伤害后使得应进入肝脏代谢的相关物质不能正常代谢#

从而停滞在血液中#大大提升了其浓度)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

血常规检测中的
c&(

+

%@6

以及中性粒细胞水平明显低于健

康对照组#而淋巴细胞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F$!

%&生化检验中观察组患者的
6&A@

以及

7@6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7@&

以及
7

"

Z

水平明显低于

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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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病毒性肝炎患者进行血常规以及生化检验对其

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借此提升诊断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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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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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孕酮测定标准曲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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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通过每日定标快速手工制作标准曲线的方法!使孕酮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得到保证$方法
!

根据
@A7ABHK

化

学发光计算原理和孕酮的标准曲线!借用
?e+5-

软件的对数回归方程快速计算孕酮实际的标准曲线!对该试验进行校准$结果
!

通过该方法计算得出的浓度值符合临床诊断$结论
!

该方法简便'快速'准确!得到临床科室的认可!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关键词"孕酮&

!

标准曲线&

!

化学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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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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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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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测定孕酮的方

法为竞争法#标准品为外定标#按试剂说明书要求每盒
E$$

人

份试剂均需要外定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虽然严格按照试剂

说明书的要求外定标与厂家设定的主反应曲线比对后定标通

过#但随试剂开封后时间延长实际测得的孕酮值不稳定#与临

床诊断有偏差)为此#作者根据
@A7ABHK

全自动化学发光分

析仪的使用说明书和孕酮试剂说明书利用
?e+5-

软件#每次测

定均进行外部定标并绘制测定的标准曲线#极大提高了该实验

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现将此方法的详细过程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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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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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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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分析仪+孕酮

试剂盒+孕酮外部定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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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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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A7ABHK

使用说明书进行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即

冲洗管路和进行光路检测)要求光路检测后的值符合要求才

能进行试验)即!空白孔相对光单位在
E"$

!

;"$

#变异系数在

<]

以内&左右针的相对光单位在
"$$$$

!

E<$$$$

#变异系数

在
"F!]

以内#且左右针的相对光单位差值在
<$$$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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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定标品复温编号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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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品%+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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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品%#放置在0

7

1标本架上并放入仪器样品仓

中进行检测#

<$$$

号相对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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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相对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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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标准曲线

@FAFBF@

!

输入试验数据
!

启动
?e+5-

电子表格#建立一个名

为0孕酮1的文件#将工作表重命名为当天日期)用表
"

的试验

结果#在
7E

!

:E

单元格分别输入编号+浓度+

Y@h

+待测血清浓

度)

7"

!

("

单元格输入
<$$$

号的编号+浓度+

Y@h

#

7;

!

(;

单

元格输入
<$$E

号的编号+浓度+

Y@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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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标准曲线
!

用鼠标点击
?e+5-

电子表格软件

0插入1菜单
,

图表
,

标准类型
,

k̀

散点图
,

散点图#在图形

方框中点右键0选择数据1

,

添加
,

0

k

轴系列值1选择
("

!

(;

单元格的数据
,

0

`

轴系列值1选择
&"

!

&;

单元格的数据
,

确定)根据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回归方程#绘制出标准曲

线!先点击图上标准值点#然后按右键#点击0添加趋势线1)添

加对数回归方程#点击趋势线$即标准曲线%#然后按右键#选

0趋势线格式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0选项1#在0显示公式1

和0显示
Y

平方值1前打勾#再点0确定1#回归方程式和相关系

数即在标准曲线上显示出来)

A

!

结
!!

果

AF@

!

孕酮检测的标准曲线
!

通过上述步骤#计算机已绘制出

0孕酮测定的标准曲线1#见图
E

)从图中的回归方程式可以看

出#

C

"

iE

#说明趋势线可靠#可作为标准曲线用于其他未知浓

度的测定)

图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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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检测的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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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测血清的浓度检测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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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输入通过回归方程

式所得的函数0

iVE#F$

"

-8

$

(D

%

_EIEF;

1#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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