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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彦祯#韩涛#马晓燕#等
(OU4"

<

及
OU[NJ"

定量水平在慢性

乙型肝炎)肝硬化和肝癌患者中的变化'

R

(

(

中华肝脏病杂志#

')&&

#

&%

$

&)

%!

6$1!6$*(

'

&)

(方伟祯#蔡振华#陈梅#等
(

乙型肝炎病毒
W?:K&

抗原)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和
OU[!NJ"

相关性分析'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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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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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1

种方法检测消化道出血的临床应用比较

杨群芳

"广东省惠州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广东惠州
#&*)))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化学法'血红蛋白免疫法'转铁蛋白免疫法在检测消化道出血中的临床应用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抗干扰

性%方法
!

采用化学法'血红蛋白免疫法'转铁蛋白免疫法检测
1%%

例消化科患者便隐血!比较其阳性检出率%结果
!

阴性
'$%

例!阳性
&#)

例%化学法阳性结果共
&'$

例!占总数
1%%

例的
1&(&M

!占阳性
&#)

例的
.'(6M

#血红蛋白法阳性结果共
%%

例!占总

例数的
'$(.M

!占阳性
&#)

例的
**M

%#转铁蛋白法阳性结果共计(

&&'

例!占总例数
1%%

例的
'.(&M

!占阳性
&#)

例的
6$(6M

#血

红蛋白法和转铁蛋白法任一种为阳性结果共计(

&1)

例!占总例数
1%%

例的
1'(*M

!占阳性
&#)

例的
.*(6M

%结论
!

转铁蛋白法

对消化道出血的检出率较高#转铁蛋白与血红蛋白同时检测可有效提高消化道出血的阳性检出率%

关键词"化学法#

!

血红蛋白法#

!

转铁蛋白法#

!

消化道出血

!"#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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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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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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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隐血检测是诊断消化道出血的常规及重要的手段#然而

受到食物)胃酸)肠道菌群和机体代谢等的影响#单一的化学法

和血红蛋白法在检测限)灵敏度和特异度上均有一定的局限*

文献报道#转铁蛋白法与血红蛋白法同时检测对消化道出血阳

性检处率有明显提高*为了探讨化学法)血红蛋白法)转铁蛋

白法在消化道出血患者中的诊断价值#随机选取本院消化科患

者粪便样本
1%%

例进行检测#其中临床诊断消化道出血阳性病

例
&#)

例#阴性病例
'$%

例*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试剂
!

珠海贝索公司匹拉米洞化学法隐血检测试剂&广

州微米公司血红蛋白#转铁蛋白隐血检测试剂盒*

@(A

!

患者标本检测
!

本院消化科患者粪便样本
1%%

例#同时

用上述
1

种方法进行检测*

@(B

!

检测方法
!

1

种检测方法均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和操作规

程进行'

&

(

#免疫法阴性而化学法阳性时#将样本稀释一定倍数

再用免疫法进行检测*在
#

分钟内观察结果#严格按照说明书

要求进行结果判定*

1

种检测方法均为阴性则列为阴性结果*

A

!

结
!!

果

!!

三种方法检测总例数
1%%

例#阳性
&#)

例#阴性
'$%

例*

化学法阳性结果
&'$

例#占总数
1%%

例的
1&(&M

#占阳性
&#)

例的
.'(6M

&血红蛋白法阳性结果共
%%

例#占总例数的

'$(.M

#占阳性
&#)

例的
**M

*&转铁蛋白法阳性结果
&&'

例#

占总例数
1%%

例的
'.(&M

#占阳性
&#)

例的
6$(6M

&血红蛋白

法和转铁蛋白法任一种为阳性结果
&1)

例#占总例数
1%%

例的

1'(*M

#占阳性
&#)

例的
.*(6M

#见表
&

*

表
&

!!

不同检测方法便隐血检测总例数分析

方法 阳性$

'

% 总阳性率$

M

%"阳性比例$

M

%

化学法
&'$ 1&(&

"

.'(6

血红蛋白法
%% '$(.

"

**()

转铁蛋白法
&&' '.(&

"

6$(6

血红"转铁双联法
&1) 1'(*

"

.*(6

!!

总阳性率
]

$该方法检测阳性例数
n1%%

%

Z&))M

&阳性比例
]

$该

方法检测阳性例数
n&#)

%

Z&))M

*

A(@

!

血红蛋白法检查结果分析
!

灵敏度
]%%

"$

%%i1&

%

Z

&))M]6*('M

#假阴性率
]1&

"

&1)Z&))M]'1(.M

*特异

度
]'$%

"

'$%Z&))M]&))M

#见表
'

*

表
'

!!

血红蛋白法试验结果$

'

%

血红蛋白法试验结果 检测阳性 检测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1& '$% '.)

总数
&1) '$% 16%

A(A

!

转铁蛋白法检查结果分析
!

灵敏度
]&&'

"$

&&'i&.

%

Z

&))M].*('M

*转铁蛋白法假阴性率
]&.

"

&11Z&))M]

&1(.M

*转铁蛋白法特异度
]'$%

"

'$%Z&))M]&))M

*

表
1

!!

转铁蛋白法检查结果

转铁蛋白法试验结果 检测阳性 检测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6

总数
&1) '$% 16%

表
$

!!

上'下消化道出血阳性检出率统计

试验结果
上消化道

出血例数$

'

%

下消化道

出血例数$

'

%

阳性

$

'

%

总阳性率$

M

%"

阳性比例$

M

%

化学法
*& 1$ #&

"

&# .1(*

"

$$(&

血红蛋白法
*& 1$ 1*

"

'* #%()

"

6*(#

转铁蛋白法
*& 1$ #)

"

'' .'()

"

*$(6

免疫双联法
*& 1$ #$

"

1$ ..(#

"

&))

A(B

!

对于上)下消化道出血的阳性检出率

A(B(@

!

上消化道出血
!

化学法阳性
#&

例#占
.1(*M

$

#&

"

*&

%&血红蛋白法阳性
1*

例#占
#%M

$

1*

"

*&

%&转铁蛋白法阳性

#)

例#占
.'M

$

#)

"

*&

%&免疫双联法任一种为阳性
#$

例#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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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

*&

%*

A(B(A

!

下消化道出血
!

化学法阳性
&#

例#占
$$(&M

$

&#

"

1$

%&血红蛋白法阳性
'*

例#占
6*(#M

$

'*

"

1$

%&转铁蛋白法阳

性
''

例#占
*$(6M

$

''

"

1$

%&免疫双联法任一种阳性
1$

例#占

&))M

$

1$

"

1$

%*

B

!

讨
!!

论

!!

隐血试验是检测消化道出血的重要方法之一'

'

(

*在隐血

的检测中#化学法的原理是基于血红蛋白中的含铁血黄素部分

能催化试剂中的过氧化氢#分解释放新生态氧#氧化上述色原

物质而呈色#通过呈色的深浅来反映血红蛋白含量的多少*而

实际应用中外源性食物和药物对检测结果影响较大#测试前要

求测试者控制饮食和药物*其价格低廉)操作方便#所以很多

医院仍然采用#比如匹拉米酮法)邻甲联苯胺法)联苯胺法等*

其后普遍应用的是血红蛋白单克隆抗体免疫法#该方法利用抗

人血红蛋白与胶体金结合#可检测微量的出血#对人体无症状

的消化道微量出血更敏感且不受食物#肉类等的干扰#但大量

出血时容易发生前滞反应而造成假阴性结果#也可因药物刺激

等因素产生的微量出血而产生阳性反应#因此临床应用有一定

的局限性*部分学者对血红蛋白以外的血液成分如转铁蛋白)

结合血红素等作为出血示踪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转铁蛋白

具有消化道出血的特异性和对抗细菌分解的稳定性#联合检测

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就能大大减少假阴性反应的出现#提高临

床诊断准确率'

1

(

*

从表
&

"

1

中化学法)血红蛋白法)转铁蛋白法同时检测的

结果可以看出#血红蛋白"转铁蛋白双联法灵敏度较高#血红蛋

白法)转铁蛋白法单独检测时不及前两者*对于
1

种方法的特

异性从上表中不难看出#免疫法的结果已明显优于化学法*血

红蛋白)转铁蛋白法采用的是人类特异抗原进行反应#所以不

受食物)动物血红蛋白及药物等的影响#而化学法不可避免'

$

(

*

从表
$

可以看出#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法联合检测及单独转铁

蛋白法对上消化道出血的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单独的血红蛋

白法&血红蛋白法对下消化道出血的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转铁

蛋白法#联合免疫法阳性检出率又明显高于单一免疫法*而实

际操作中#由于消化道细菌和消化酶的作用相对复杂#血红蛋

白或转铁蛋白含量较低时仍有假阴性结果出现#因此要多次多

部位取样#结合临床表现进行综合分析*由于临床有部分低蛋

白血症患者如肿瘤)肾病)恶病质#其转铁蛋白含量较低'

#

(

#易

致假阴性#所以为了满足临床的检测需求#我们需要联合检测

粪便的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对于特殊样本应参考化学法进行

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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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自贡地区妇科就诊患者
OW[

检测及结果分析

毛晓雪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自贡
*$1)))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自贡地区妇科就诊者
OW[

检测的结果%方法
!

采用
OW[!W,V

扩增技术对
''.*

例妇科就诊可疑

OW[

感染者进行
OW[

分型检测%结果
!

''.*

例样本中!检出
OW[

阳性者
#.%

例!总阳性率为
'#(66M

!其中
')&&

'

')&'

'

')&1

'

')&$

年阳性率分别为
')(.)M

'

'6(&)M

'

'.(#)M

及
'6(&M

%

$

年中
OW[

阳性者总共检出
OW[

感染亚型
61$

例!高危型
OW[

总共
#..

例"占
.)(&&M

$!检出低危型
&$*

例"占
&%(.%M

$%所有
OW[

阳性患者亚型感染率前
1

种分别为
OW[!1&

'

OW[!#'

'

OW[!&*

%结论
!

自贡地区妇科就诊者
OW[

感染率与我国其他地区报道的大致相同!但是感染亚型有区域性%根据
')&'

年
"K!

,W

指南提到不同
OW[

感染类型其治疗方法不同!本调查对本地区临床上选择治疗方法上有提示作用%

关键词"

OW[

分型#

!

宫颈癌#

!

结果分析

!"#

!

&)(1%*%

"

2

(3445(&*61!$&1)(')&*()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1!$&1)

"

')&*

$

)6!)%%)!)1

!!

宫颈癌是全世界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

死亡率在全球妇女肿瘤中位列第二*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和

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证明
OW[

感染是宫颈鳞癌和上皮内瘤

变发生的必要因素#没有持续的
OW[

感染#女性发生宫颈鳞

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

(

*据报道#目前已完全鉴别到的
OW[

亚型有超过
'))

种#型与型之间的差异在于基因结构的不同#

有
#$

种可感染生殖道黏膜#约
')

余种与肿瘤有关'

'!1

(

*高危

性
OW[

除引起外生性疣类病变外#主要引起外生殖器癌)宫

颈癌及高度子宫颈癌'

$

(

*低危性
OW[

主要引起肛门皮肤及

男性外生殖器)女性大小阴唇)尿道口)阴道下段的外生性疣类

病变和低度子宫颈上皮肉瘤#其自然缓解率高#仅有少数概率

可以进展为宫颈癌'

#

(

*本文中调查自贡地区
')&&

"

')&$

年
$

年中
''.*

例妇科就诊可疑
OW[

感染者的宫颈拭子#进行以

W,V

为基础的液态芯片技术检测并进行分型#旨在分析自贡

地区的妇科就诊患者可疑
OW[

感染者其
OW[!NJ"

阳性率

及结果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

')&$

年在自贡第四人民医院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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