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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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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比较%分析
%

组中不同疾病类型&性别&年龄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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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急性胆囊炎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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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显著高于急性胆管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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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而言%其血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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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

高低在不同年龄&性别&疾病类型人群中的分布有所不同'这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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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作为预测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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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程度的指标%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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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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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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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严重程度的实验室指标!对于正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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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变

化规律具有积极意义"高迁移率族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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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

哺乳动物细胞特有的保守核蛋白!大量研究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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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促炎作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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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炎性反应严重程度的变化也非常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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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分析不同严重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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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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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差异和分布特点!可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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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比较分析了不同严重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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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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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布的差异和特点!旨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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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情诊断%早期筛查

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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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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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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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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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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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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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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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临床资料%实验室

检查结果!所选病例的临床表现%基础体征%实验室指标及影像

学检查结果均符合中华医学分会胆道外科#急性胆道系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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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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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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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婉婷!女!技师!主要从事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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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和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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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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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型%诊断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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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指南)"同时!所有患者也均知情%自愿参与本

次试验"另外!纳入本研究的对象排除了合并有恶性肿瘤%具

有多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本研究参考了(指南)中对于急性

胆囊炎%急性胆管炎的严重程度分级标准!将
(&&

例
#@?=

患

者按照感染严重程度分为
%

组"轻度组
2;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2)'\%);

'岁!患有急性胆囊炎
%&

例%急性胆管炎
(;

例*中度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2)&\%)<

'岁!患有急性胆囊炎
(;

例%急性胆

管炎
((

例*重度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2

岁!

平均&

<2)<\2)&

'岁!患有急性胆囊炎
(%

例%急性胆管炎
(&

例"经比较!

%

组患者的疾病类型%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差异

均无统计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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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程度分级标准&分组标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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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组+患

者在临床上具有上腹压痛%恶心%呕吐等轻微症状和反应!腋温

为
%0)&

#

%0)<Z

!症状持续时间
'

0'J

!白细胞计数
'

(;d

(&

*

,

5

!应用抗菌药治疗可显著改善上述症状"&

'

'中度组+满

足下述条件
'

项或以上!

.

白细胞计数&

a@!

'

%

(;d(&

*

,

5

*

/

症状持续时间
%

0'J

*

0

触诊发现上腹部有包块*

1

伴随坏

疽性%脓肿性胆道系统病变和局部炎症反应!腋温为
%0)+

#

%;)&Z

*

2

应用抗菌药治疗无显著效果!但未合并脏器功能障

碍"&

%

'重度组+满足下述任意一项或以上!

.

出现低血压情

况!且需给予多巴胺或多巴酚丁胺维持生命体征*

/

伴随意识

不清%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0

血肌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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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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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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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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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血小板低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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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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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合指数&

4DN

'

,

8-N

'

'

$

%&&QQ3

R

"

$)%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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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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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检测
!

首先在入院后对本组研究

对象进行肘静脉采血!受检者应在抽血前空腹
('J

以上!在次

日晨间
0

+

&&1;

+

&&

完成血样采集!标本量为
%

#

<Q5

!并做好

相应编号"在抽血完成后
%J

内用离心机对血液标本进行离

心&

(&&&d

R

!

(<Q-/

'!取上清液置于
_'&Z

冷冻保存"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5=$#

'检测血清中的
376@(

水平!人源

376@(

检测试剂盒为
=@5

公司产品!检测灵敏度为
()&/

R

,

Q5

!检测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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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

Q5

!

*+

孔酶标板已预先被

376@(

单抗包被!可直接使用"具体操作步骤为!将
%'&/

R

,

Q5

的人源
376@(

标准液稀释成不同浓度梯度&

;&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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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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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

'!得
376@(

标准曲线!在
*+

孔板中设阳性

对照孔%阴性对照空%标准孔%待测孔并完成加样&待测孔
(&&

,

5

,孔!对照空%标准孔
(&

,

5

,孔'!加样后立即封板!并在
%0

Z

下孵育
'2J

"孵育完成后弃液%洗板并拍干!加
376@(

一

抗%二抗&联接标记物'!

'<Z

条件下覆膜反应
'J

后弃液%洗板

并拍干!避光%室温条件下加底物进行显色反应约
%&Q-/

"待

标准品出现显著的蓝色浓度梯度后加终止液!标准孔呈黄色后

反应结束!应用
?JFQL

公司
9F/MF

U

9HD

R

L/aFMM.ID/7P'

型

酶标仪检测标准品%待测品的下吸光度值&

#

值'!检测波长选

择
2<&/Q

!最后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待测血样中的
376@(

浓

度值"

$)%)%

!

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查
!

生化检测采用迪瑞公司
!$1

+&&@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括红细胞%白

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

!

反应蛋白&

!A4

'%血尿素氮%血肌

酐%血尿素%血尿酸%尿肌酐%尿蛋白%选择性蛋白尿指数%

!

'1

微

球蛋白清除试验%尿素清除率%血内生肌酐清除率%尿素氮,肌

酐比值%酚红&酚磺太'排泄试验"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指标的

正常值范围参考临床标准"人肿瘤坏死因子
1

"

&

?"81

"

'的检

测采用放射免疫法!

?"81

"

正常值参考范围为
&)02

#

()<2

/

R

,

Q5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
B\C

表示!经
P1$

检验证明
%

组资料均符合正

态分布特征后对组间计量资料作独立样本
8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376@(

水平与
#@?=

严重程度相关
!

%

组
#@?=

患者

的
376@(

检测结果见表
(

!其中轻度组为&

')2*\()&'

'

/

R

,

Q5

!中度组为&

<);2\()0;

'

/

R

,

Q5

!重度组为&

(<)++\')0'

'

/

R

,

Q5

!

%

组的
37@6(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轻度组
$

中度组
$

重度组"另外!

%

组
#@?=

患者血

清
a@!

%

!A4

两项炎性指标的变化灵敏度低于
376@(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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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

患者的血清
376@(

水平比较#

B\C

%

组别
& 376@(

水平&

/

R

,

Q5

'

a@!

&

d(&

*

,

5

'

!A4

&

Q

R

,

5

'

?"81

"

&

/

R

,

Q5

'

轻度组
2; ')2*\()&' (();2\')%2 (&)0<\()<+ ()+<\&)2+

中度组
'* <);2\()0&

"

(()*'\')0; (()'%\()*2 ()+;\&)<'

重度组
'% (<)++\')0'

"#

(')+;\%)&(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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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轻度组比较!

"

!

$

&)&<

*与中度组比较!

#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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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中男性'女性患者的血清
376@(

水平比较

!!!

#

B\C

%

组别 性别
& 376@(

水平&

/

R

,

Q5

'

8 !

轻度组 男
'+ ')<&\()&+ &)&+; &)*2+

女
'' ')2;\&)*+

中度组 男
(+ <);<\();( &)&2< &)*+2

女
(% <);'\()0'

重度组 男
(' (0)'(\%)&' %)&<+ &)&&+

女
(( (%)0*\')'<

%)%

!

%

组男性%女性患者的血清
376@(

水平比较
!

%

组男

性%女性患者的
376@(

水平比较见表
'

!其中轻度组%中度组

的男性%女性患者的
376@(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而重度组男性的
376@(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患者

&

!

$

&)&<

'"

%)&

!

不同年龄段患者的血清
376@(

水平比较
!

轻度组的不

同年龄段患者
376@(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中度组%重度组年龄
%

+&

岁患者的
376@(

水平显

著高于年龄
'

+&

岁患者&

!

$

&)&<

'!见表
%

"

%)'

!

不同疾病类型患者血清
376@(

水平的比较
!

在
%

组

-

0<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BC5DE7FG

!

7DHIJ'&(0

!

KLM)%;

!

"L)+



中!急性胆囊炎患者的
376@(

水平均显著高于急性胆管炎患 者&

!

$

&)&<

'!见表
2

"

表
%

!!

%

组中不同年龄段患者的血清
376@(

水平对比#

B\C

%

组别
&

年龄&岁' 患者数&

/

'

376@(

水平&

/

R

,

Q5

'

8 !

轻度组
2;

'

+& '& ')2;\&)*' _&)&*< &)*'2

%

+& '; ')<(\()(0

中度组
'*

'

+& (' 2)+*\()<% _%)2(' &)&&'

%

+& (0 0)('\')(&

重度组
'%

'

+& * (%)(0\()+2 _2)+&0 &)&&&

%

+& (2 (;)<2\%)''

表
2

!!

%

组中不同疾病类型患者的血清
376@(

水平比较#

B\C

%

组别
&

疾病类型 患者数&

/

'

376@(

水平&

/

R

,

Q5

'

8 !

轻度组
2;

急性胆囊炎
%& ')00\()%; ')&2& &)&20

(;

急性胆管炎
')&%\&);0

中度组
'*

急性胆囊炎
(; +)0'\')<+ ')2&* &)&'%

((

急性胆管炎
2)+;\()22

重度组
'%

急性胆囊炎
(% (+)<;\%)&( ')0*( &)&((

急性胆管炎
(& (%)2*\')&'

&

!

讨
!!

论

#@?=

是造成急腹症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病具有发病急

重%疾病类型多样%病因复杂%临床诊治困难等特点!而各类病

因导致的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则是
#@?=

的主要疾病类

型.

+

/

"研究提示!胆管狭窄%胆结石等原因可导致胆汁中携带

细菌!其中胆结石导致的
#@?=

可占
*&]

以上.

0

/

"由于
#@?=

的疾病类型种类繁多%临床表现特异性差!因此
#@?=

的早期

筛查%鉴别和病情严重性的诊断相对困难!而漏诊%误诊会对

#@?=

患者的治疗效果造成不良影响!如何选择快速%准确的

诊断指标已经成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

;

/

"

对于
#@?=

的临床诊断而言!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症

状检查是
%

种较为常见检查手段!其中症状检查%影像学检查

&

!?

%

7A=

'虽能够为
#@?=

临床诊断提供重要参考!但并不能

对
#@?=

的严重程度进行定量评估!同时对于
#@?=

的病情变

化也不能提供可靠的预测和指导.

*

/

"相对而言!实验室检查则

具有流程简单%检测快速%灵敏度高等优点.

(&

/

!在
#@?=

的病

情诊断%预测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为一种炎症反应!

#@?=

常见的检测指标包括白细胞计

数%血清淀粉酶%

376@(

%

!A4

%

?"81

"

等"上述
2

项检测学指

标水平均与感染严重程度具有较强正相关性!而当检测的灵敏

度相同时!

376@(

的特异度则为最高!这也说明
376@(

最

适于作为
#@?=

的检测学指标.

((

/

"目前!关于
376@(

与

#@?=

的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疾病类型
#@?=

&如化脓性

胆管炎'患者血清
376@(

水平上调情况!研究范围和内容有

待于进一步拓展!如制定科学的
#@?=

严重性分级标准!分析

376@(

检测对于不同疾病类型%不同性别%不同年龄
#@?=

患者病情严重性程度判断的指导作用等"高迁移率族蛋白是

一类在电泳过程中具有高水平迁移特征的蛋白的总称!总共包

括
%

个蛋白家族!

376@(

的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d(&

%

!具

有两个
9"#

结合域&

@1EL̀

%

#1EL̀

'及一个活性
!

端!这样的

结构也决定了
376@(

是一类功能性蛋白!具有较强结合活

性.

('

/

"

376@(

存在于人体的免疫器官%脏器组织中!生物学

研究提示!

376@(

中的
@1EL̀

结构域极易与炎性细胞因子结

合并介导一系列炎性反应!同时也能发挥促炎性作用.

(%

/

"研

究指出!细菌感染后可释放细菌毒素!而细菌毒素则能刺激炎

性细胞产生炎性因子!因此!对于
#@?=

患者而言!患者血清中

376@(

的水平越高则炎性反应越严重!反之!炎性反应越严

重!则
376@(

的水平也越高.

(2

/

"一项关于不同严重程度的

脓肿性胆管炎患者血清
376@(

水平的研究结果显示!健康

者%轻度胆管炎者%重度胆管炎者的
376@(

水平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且健康者
$

轻度胆管炎者
$

重度胆管

炎者!这也初步揭示了
376@(

与急性胆管炎严重程度的相关

性.

(<

/

"然而!目前却缺少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疾病

类型的轻度%中度%重度
#@?=

患者血清中
376@(

水平分布

的研究"为比较分析严重性不同的
#@?=

患者的血清中

376@(

检测结果的差异和特点!从而为
#@?=

的病情诊断%

早期筛查提供参考!特开展了此次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首先!

#@?=

的严重程度与
376@(

的

水平呈现较强正相关性&

!

$

&)&<

'!这样的结果也将
376@(

指标的临床检测价值和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对
#@?=

严重

程度分级以及对
#@?=

患者预后的判断*其次!不同性别%不同

年龄%不同疾病类型的
#@?=

患者的
376@(

的水平分布情况

也具有一定的差异!对这样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可知!男性%女性

体内激素分泌状况差异%不同年龄的免疫功能差异%细菌感染

的部位差异是造成
376@(

的水平发生变化而具有个体差异

的相关性因素!这预示着
376@(

对于感染性疾病发病特点及

病情 变 化 具 有 预 测 和 指 导 价 值!在
#@?=

诊 断 中 具 有

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

#@?=

患者病情越严重!其血清中的
376@(

的水平也越高!而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
#@?=

患者而言!其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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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
376@(

水平高低在不同年龄%性别%疾病类型的患者中

分布也有所差异!这也提示
376@(

水平可作为预测和反映

#@?=

严重程度的检测指标!值得在临床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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