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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兰州地区健康成年人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及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调查

李志平#袁秀梅%

#齐发梅#王爱霞#司玉春

!甘肃省人民医院#兰州
<8$$$$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兰州地区健康成年人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

/]3

"和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E

N

"与性别%年龄的相关性$

方法
!

选择
6$""

年
!

月至
6$"8

年
!

月该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使用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
/]3

活性及
%E

N

水平#

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男性血清
/]3

为!

"96768W6+766

"

`

'

H-

#女性为!

"!<7#<W6"7<6

"

`

'

H-

&男性血清
%E

N

为!

"+7#̂ W

87#<

"

%

H>M

'

-

#女性为!

"+788W+7$"

"

%

H>M

'

-

#男性
/]3

及
%E

N

略高于女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

"$健康成年人血清
/]3

水平随年龄上升逐步下降&但各年龄段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

"&

9$

岁年龄组血清
%E

N

水平明显上升#与其他年龄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结论
!

健康成年人血清
/]3

水平与年龄%性别无明显相关性#

9$

岁以上者
%E

N

水平显著增高$

关键词"超氧化物歧化酶&

!

比色法&

!

同型半胱氨酸&

!

酶循环法

!"#

!

"$78#9#

"

:

7)11;7"9<85+"8$76$"97"#7$8#

文献标识码"

0

文章编号"

"9<85+"8$

!

6$"9

"

"#56<!"5$6

!!

超氧化物歧化酶#

/]3

%在机体的肝*大脑灰质*心脏*肾脏

水平最高$是一类广泛分布于组织细胞内的金属酶$主要作用

为清除体内自由基$与体内自由基水平呈负相关'

"56

(

)同型半

胱氨酸#

%E

N

%是蛋氨酸和半胱氨酸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其水

平与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疾病和静脉血栓密切有关$且随

%E

N

增加发生脑血管疾病的危险越大'

85+

(

)为了解该地区健康

成年人的血清
/]3

和
%E

N

水平$现对健康成年人血清
/]3

和

%E

N

进行检测$并按性别*年龄进行分组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选择
6$""

年
!

月至
6$"8

年
!

月该院各项指

标体检均正常的健康成年人$共
+̂!

例$剔除异常*黄疽*溶血

标本)男
6+!

例$女
6+$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7̂W

"67"

%岁)

?7@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0̀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清

/]3

检测采用福建福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比色法试剂

盒&血清
%E

N

使用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酶循环

法试剂盒)

?7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7$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W4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多组资料应用

];25KA

N

04]'0

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使用
!

6 检验$

!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男性 血 清
/]3

为 #

"9!768W6+766

%

`

"

H-

$女 性 为

#

"!+7#<W6"7<6

%

`

"

H-

$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7$!

%&男性血清
%E

N

为#

"+7#̂ W87#<

%

%

H>M

"

-

$女性

为#

"+788W+7$"

%

%

H>M

"

-

$男性略高于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7$!

%)血清
/]3

水平随年龄上升而逐步下降$

"̂

"

8$

岁年龄组及
9$

岁以上年龄组与其他各年龄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7$!

%$其他年龄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7$!

%&

9$

岁以上年龄组血清
%E

N

水平明显上升$与

其他年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其他年龄组

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

%)见表
"

"

6

)

表
"

!!

男女性
/]3

和
%E

N

检测结果比较#

)W4

$

性别 类别
1

均值
!

男性
/]3

#

`

"

H-

%

6++ "9!768W6+766 $7$"!

女性
6+" "!+7#<W6"7<6

续表
"

!!

男女性
/]3

和
%E

N

检测结果比较#

)W4

$

性别 类别
1

均值
!

男性
%E

N

#

%

H>M

"

-

%

6++ "+7#̂ W87#< $7$<+

女性
6+" "+788W+7$"

表
6

!!

各年龄组血清
/]3

和
%E

N

检测结果比较#

)W4

$

年龄组#岁% 性别
1 /]3

#

`

"

H-

%

%E

N

#

%

H>M

"

-

%

"̂

"

8$

男性
9! "<!7!+W687#$ "+7̂$W87<$

女性
99 "9#7$̂ W66798 "87$"W+7$8

8"

"

+$

男性
!< "987"6W667̂6 "+7<!W+7!6

女性
!6 "!̂ 7̂6W687"6 "87+6W87+6

+"

"

!$

男性
+8 "987"9W6!7+< "+76$W878"

女性
+" "!<7+9W6"7#+ "87<̂ W87+9

!"

"

9$

男性
+$ "9"7!$W697+8 "87+!W87̂!

女性
+8 "!87<6W"#7+# "!78<W87!<

9$

岁以上 男性
8# "!!7"!W667<" "̂ 7$!W87!̂

女性
8# "+"7!̂ W6$7̂! "<768W+7$̂

A

!

讨
!!

论

/]3

是体内自由基111超氧阴离子自由基重要的清除

剂$在辐射损伤*炎性和应急反应*肿瘤病变*再灌注损伤*衰老

等多种情况下$多伴随自由基异常剧增'

!

(

)

%E

N

是细胞内由蛋

氨酸脱甲基而生成的含硫氨酸$是一种多功能损伤因子$高

%E

N

血症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95<

(

)

/]3

和
%E

N

联合检测对

多种疾病#特别是对因自由基引发的疾病%的早期诊断*疗效监

测及预后评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包括
/]3

在内的抗氧化酶系统清

除氧自由基的能力逐渐下降$从而引起氧自由基及脂质过氧化

产物日益增多$最终导致机体衰老和老年性疾病的发生)本研

究结果也证实$健康成年人血清
/]3

水平随年龄上升而下降$

9$

岁以上年龄组
%E

N

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说明机体衰

老时自由基上升$致使
/]3

下降)再由于激素水平*氧化应激

能力下降$机体对损伤因子的清除能力减弱$使
%E

N

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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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9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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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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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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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岁年龄组
/]3

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可能该年龄组较

高的激素水平造成体内氧化应激维持较高状态$机体抗氧化能

力较强)随着年龄的上升$体内相关激素水平下降$引起机体

抗氧化能力下降$导致
/]3

水平随年龄增长出现下降而
%E

N

则上升)表
"

结果显示$男性血清
/]3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可

能与男女性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本研究
/]3

检测结果表明$男女性水平均略高于戴国奎

等'

"

(报道的广州地区健康成年人血清
/]3

水平$血清
%E

N

与

杨悦林等'

^

(报道的昆明地区的水平稍有差异$可能由于取样人

群#不同地域%*年龄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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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新生儿感染早期诊断指标降钙素原与超敏
R

反应蛋白的临床价值"

冯广满#梁勇明%

!广东省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检验科
!

!6̂+6#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新生儿感染早期诊断指标降钙素原!

QR=

"与超敏
R

反应蛋白!

B15RSQ

"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该院
"!!

例新生儿科住院的
"

"

<G

新生儿同时进行
QR=

和
B15RSQ

检测及血培养$结果
!

"!!

例患儿首次血培养阳性率低#为
#79g

!

"!

'

"!!

"#血培养假阳性率高#为
887$g

!

!

'

"!

"&

QR=

生理性升高为
#7$g

!

"+

'

"!!

"&新生儿感染联合指标在各组别阳性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结论
!

QR=

和
B15RSQ

诊断界值是新生儿早期感染指标#可减少血培养假阳性而造成临床误诊#

能准确诊断新生儿
QR=

生理性升高#可避免过度诊断感染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新生儿感染&

!

降钙素原&

!

超敏
R

反应蛋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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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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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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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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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5$8

!!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是我国新生儿常见疾病)黄贘等'

"

(对

儿科住院患者
"<+$9

例分析显示$新生儿感染性疾病
!"8

例$

占儿科住院总例数的
67#g

$占新生儿住院总例数的
9!7̂g

$

以肺炎为首位$发病率约为
+"7#g

$其次为新生儿败血症'

"

(

)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症状多种多样且常伴黄疸*窒

息*缺氧缺血性脑症等并发症及伴发病$难以根据临床表现作

出病原学诊断)有研究报道以降钙素原#

QR=

%

$

$76!

%

*

"

H-

和超敏
R

反应蛋白#

B15RSQ

%

$

$7#9$H

*

"

-

为新生儿感染诊

断的界值指标$可提高早期感染诊断的特异性'

6

(

)本研究将

QR=

和
B15RSQ

联合新生儿感染诊断界值指标与新生儿临床

诊断结果做进一步的探讨)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6$"+

年
"

"

"$

月该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

"

<

G

新生儿$年龄#

"7̂W676

%

G

$共
"!!

例$男
$̂

例$女
<!

例)根

据临床诊断分为新生儿感染组#感染组%*新生儿肺炎组#肺炎

组%*新生儿黄疸组#黄疸组%和新生儿其他病例组#其他组%)

?7@

!

检测方法

?7@7?

!

血清
QR=

检测
!

所有患儿均抽静脉血
8H-

$离心半

径
6$EH

$

8!$$F

"

H);

$离心
"!H);

$采用免疫荧光定量检测方

法$由法国梅里埃
H);)'.30/

配套试剂和仪器$

6B

内检测完

毕$采血时间为转入新生儿科
6B

内$连续
8G

检测)

?7@7@

!

B15RSQ

检测
!

抽静脉血
6H-

$使用免疫荧光定量检

测方法$由韩国
)5R%S](0

快速
B15RSQ

测试条及配套仪器$

6B

内完成$采血时间为转入新生儿科
6B

内$连续
8G

检测)

?7@7A

!

血培养
!

抽取静脉血
8H-

于儿童专用血培养瓶$

&3

&0R=,R#+6$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培养$阳性标本使用
&3

QB>2;)V"$$

微生物全自动分析仪对病原菌进行培养*分离鉴

定及药敏试验$采血时间为转入新生儿科
6B

内)

?7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7$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

QR=

$

$76!

%

*

"

H-

和
B15RSQ

$

$7#9$H

*

"

-

联合指标为

新生儿感染诊断界值'

6

(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使用卡方检验$

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应用秩和检验和
L

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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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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