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肺炎链球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耐药)肺炎链球菌也存在氟

喹诺酮耐药性主动外排系统#

C

LD*

基因编码了外排
-LD*

)

接合性转座子
?=!$7$

的存在与菌株的红霉素和四环素耐药

关系密切#可能是肺炎链球菌多重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

了解肺炎链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状况及耐药机制#微生

物室应当及时准确地对肺炎链球菌做出检测#并报告药敏结

果#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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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降钙素原与白细胞介素
>2

在新生儿早期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陈晓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降钙素原"

-.?

$与白细胞介素
>2

"

Y[>2

$对新生儿早期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

收集近
'

年北京友

谊医院新生儿病房诊断为早期感染的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组!

*97%

$!早期感染的疾病类型为化脓性关节炎&肺炎&肠炎等%

健康对照组"

*97%

$为同期来北京友谊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新生儿%对比研究组和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入院时的超敏
.>

反

应蛋白"

E<>.(-

$&红细胞沉降率"

\_(

$&

-.?

及
Y[>2

水平%结果
!

研究组和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入院时
Y[>2

&

-.?

水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和健康对照组入院时
\_(

及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研究认为
-.?

与

Y[>2

在新生儿早期感染时明显升高!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降钙素原#

!

白细胞介素
>2

#

!

新生儿#

!

早期感染

!"#

!

!%#'&2&

"

:

#;<<=#!23'>7!'%#"%!2#%2#%$%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3'>7!'%

"

"%!2

$

%2>%1"2>%"

!!

目前小儿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主要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影像

学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微生物学分析'

!

(

)但新生儿不同于年长

儿#免疫功能不成熟#抗感染能力弱#局部及全身炎性反应也较

年长儿弱#造成局部体征轻微)因此选择特异性高*敏感度强的

指标对指导治疗有积极意义)目前研究发现降钙素原$

-.?

&及

白细胞介素
>2

$

Y[>2

&对评价早期感染性疾病有积极作用)因此#

本次研究拟对比
-.?

*

Y[>2

与传统超敏
.>

反应蛋白$

E<>.(-

&*

红细胞沉降率$

\_(

&诊断新生儿早期感染的价值)

A

!

资料与方法

A#A

!

病例选择
!

收集近
'

年北京友谊医院新生儿病房诊断为

早期感染的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组&#早期感染的疾病类

型为化脓性关节炎*肺炎*肠炎等)健康对照组为同期来北京

友谊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新生儿)研究组
7%

例#其中男
"2

例#女
!7

例#平均年龄$

!"#28'#3

&

J

#发病时间
!"

!

'2E

)健

康对照组
7%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87#'

&

J

)两组人员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每个

研究对象的父母均能配合医务人员#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A#B

!

评价指标
!

详细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生命体

征*实验室及影像学数据#包括!$

!

&一般情况%$

"

&临床表现和

体征%$

'

&实验室检查#

E<>.(-

*

\_(

*

-.?

及
Y[>2

水平)

A#C

!

方法
!

患者入院后立即采集所有研究对象
$L[

静脉

血)血样抗凝#放入离心机内#

'%%%D

"

L;=

#离心
!%L;=

#去除

上清液#取下层血浆#置
5!$^

冷冻冰箱保存)

E<>.(-

采用

免疫比浊法测定#采用
PA+TLG=.@Q/6AD

公司生产的
Y00*]\

型号蛋白分析仪#

E<>.(-

'

"L

H

"

[

为异常)

-.?

采用酶联荧

光法#采用法国梅里埃公司生产的
VY,*_

型号仪器及配套试

剂盒检测#

-.?

'

%#$%=

H

"

L[

为异常)

\_(

采用上海信裕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_(

测试液检测试剂盒#采用间接竞争

\[Y_*

#

'

!%LL

"

E

为异常)用
\[Y_*

测定
Y[>2

水平#检测

仪器为美国
?EADL@

公司全自动酶标仪#试剂由上海圆创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

!%1#1$

CH

"

L[

为异常)对比研究组和

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入院时的
E<>.(-

*

\_(

*

-.?

及
Y[>2

水平)

A#D

!

统计学处理
!

将资料录入
_-__!1#%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F8>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研究组和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入院时
Y[>2

*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_(

及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研究组和健康对照组入院时
E<>.(-

'

\_(

'

!!!

-.?

及
Y[>2

水平比较#

F8>

$

组别
*

-.?

$

=

H

"

L[

&

Y[>2

$

CH

"

L[

&

E<>.(-

$

CH

"

L[

&

\_(

$

LL

"

E

&

研究组
7% 2#2&8!#'& "1$#$821#& !"#18'#3 !2#$8'#7

健康对照组
7% !#7$8%#%! !27#!83%#1 !!#'8"#2 !3#28$#1

! 2#"1 2#'& %#'2 %#"1

"

&

%#%$

&

%#%$

'

%#%$

'

%#%$

+

2"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0GD+E"%!2

!

V@/#'3

!

)@#2



C

!

讨
!!

论

新生儿在遭受到感染性疾病后#一般患儿就诊大多表现为

纳奶*哭闹*厌食*精神萎靡为主诉就诊#但新生儿与医生交流

困难#加上新生儿抵抗力低下#如不能得到早期诊断和及时规

范治疗#则很容易引起败血症#留下严重后遗症'

"

(

)

目前临床判断疾病病情的主要指标为
E<>.(-

以及
\_(

等炎症指标)

E<>.(-

是由肝脏合成的小相对分子质量蛋白

质#在炎症感染时#能加速巨噬细胞吞噬病原体的能力#人体受

到炎症*创伤*应激反应等#特别是微炎症状态发生
21E

后#

E<>

.(-

在
71E

能达到峰值'

'

(

)但往往新生儿的肝脏*脾脏等主

要免疫器官发育不全#在遭到细菌感染后#

E<>.(-

的上升幅度

不如成年人明显)因此#对于早期感染性疾病的临床价值差)

但
E<>.(-

对于鉴别细菌性或病毒性感染类型有一定作用#细

菌引起的感染#

E<>.(-

在急性期升高幅度明显高于病毒感染)

\_(

作为临床上的常规检查项目#有学者认为
\_(

与病情活

动无关'

7

(

#也学者指出
\_(

和
E<>.(-

对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敏

感性相似'

$

(

)笔者认为新生儿血液中红细胞含量较高而纤维

蛋白含量较低#会导致
\_(

在早期升高不明显)而且新生儿

住院后经抗菌药物治疗后#疾病得到控制#也可能导致
\_(

升

高幅度不明显)

-.?

最早在
!&&'

年被外国学者发现#目前被认为诊断感

染性疾病的敏感指标#尤其是对早期诊断细菌感染的疾病发挥

重要的作用#近几年国内外文献提出
-.?

的高低与疾病的感

染程度及预后相关)

-.?

的增高与炎性细胞如
Y[

*肿瘤坏死

因子等密切相关)有学者对健康受试人群体内注入小剂量

-.?

#结果发现在
"%L;=

后所有受试人群体内均发现
-.?

的

提高#

7

!

1E

内
-.?

快速上升#

!"E

后
-.?

稳定在高水平#

!"

E

后逐步回落至正常'

2

(

)还有学者对发生感染的新生儿抽取

脐带血#发现
-.?

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均高于
E<>.(-

及
\_(

)

可以看出与其他炎症指标相比#

-.?

能更好地指导抗菌药物

的使用)

Y[>2

为机体在受到炎性感染后分泌的炎性因子)

Y[>

2

生理作用为抑制局部组织抗氧化能力和减少自由基产生#此

外#还有研究指出
Y[>2

能抑制细胞凋亡#发挥保护细胞线粒体

的作用'

3

(

)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认为
-.?

与
Y[>2

在新生儿早期感染

时明显升高#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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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破等不良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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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研究证实氧化应激在甲状腺

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3>!!

(

)本研究中#甲状腺疾

病组妊娠妇女
_a,

水平明显低于甲状腺功能正常组$

"

&

%#%$

&#提示妊娠期甲状腺疾病患者体内抗氧化能力下降#处于

氧化应激激活状态#亦证实氧化应激可能在妊娠期甲状腺疾病

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甲状腺疾病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不仅与遗传*感染*内外

环境因素*免疫反应等多因素协同作用有关#也与自由基诱发

的氧化应激有关)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导致的免疫功能紊

乱具有不同的倾向性#可能诱发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氧化

应激与免疫反应的相互影响参与了疾病的病理进展#但其在具

体疾病中的区别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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