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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三项指标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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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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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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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群#郑泽辉#刘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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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体蛋白
A&

及去
+

#

羧基凝

血酶原联合甲胎蛋白检测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X

(

'

中华医

学杂志#

%)$4

#

@4

$

$)

&!

A4A#A()'

'

A

( 郑建建#董缪武#董培红#等
'

原发性肝癌血清中高尔基体

蛋白
A&

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X

(

'

中华消化杂志#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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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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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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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N;[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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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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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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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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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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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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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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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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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C,C/1CGHI=

+

#

<

MIFN=

K

MFHN;C1GHNCG,C/G;d

K

=GWW

#

'

#>#1I-/C,JNCGN;J

'

#

1GF/

0

H/FG,;JGFG-FGJIC,;

<

N-/==GH-,NM.,F,;FEGJ,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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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EG

0

NF/-GMMIMNH-NH-,;/=N

'

X

(

'[L

0

DEGHSGJ

#

%)$&

#

4

$

$

&!

+@#@*'

'

$)

(

6NQd

K

S S

#

5=,;US

#

9=NH"S'5M

0

EN#>#1I-/C,JNCG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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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NF/-GMMIMNH-NH-,;/=N

'

X

(

'5HNPX

eNCFH/G;FGH/M

#

%)$%

#

$&

$

$

&!

@#$&'

'

$$

(

VN;

<

"

#

eI/ V

#

>,Z

#

GFNM'5M

0

EN#$#1I-/C,JNCGNCN

0

H/

<

;/CF,-,;J,-NF/H1/HEG

0

NF/-GMMIMNH-NH-,;/=N1/MM/Q#

,;

<

EG

0

NFG-F/=

K

!

NMNH

<

G#C-NMG

#

M/;

<

#FGH=CFIJ

K

'

X

(

'̀HX

3N;-GH

#

%)$*

#

$$)

$

A

&!

$+$$#$+$@'

'

$%

(肖蕾#毛睿#杨颖#等
'

高尔基体糖蛋白
A&

*

'

#>#

岩藻糖苷

酶*甲胎蛋白单项检测与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

价值研究'

X

(

'

中国全科医学#

%)$&

#

$(

$

$*

&!

$4+$#$4+&'

'

$&

(陈霖#刘振红#徐军#等
'

血清标志物
e7A&

在原发性肝癌

诊断中的作用'

X

(

'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

#

%A

$

(

&!

**(#**+'

'

$*

(徐伟红#姚怡婷#曹华#等
'

血清
e7A&

*

567T>&

*

567

及

56?

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X

(

'

中华检

验医学杂志#

%)$(

#

&@

$

*

&!

%(%#%(('

'

$4

(崔冉亮#李悦国#张鹏宇#等
'

血清高尔基体蛋白
A&

联合

甲胎蛋白检测在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X

(

'

中国

肿瘤临床#

%)$4

#

%

$

*

&!

%%%#%%4'

$收稿日期!

%)$A#)%#$&

!

修回日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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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感染解脲脲原体不育者血清性激素及精液参数的变化"

刘
!

鹏!孙建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男性病科!上海
%))$&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解脲脲原体"

??

$感染不育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及精液参数的变化%方法
!

对
A%

例不育者精液进行

??

培养!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

3SW5

$技术测定血清性激素!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

35U5

$检测精液参数%结果
!

??

阳性不育组精子浓度&存活率&前向运动&非前向运动&血清黄体生成素&催乳素&睾酮与
??

阴性不育组&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4

$#

??

阴性不育组精子存活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其余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

$%结论
!

??

感染不育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有明显异常!对生育功能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男性不育#

!

性激素#

!

精液质量#

!

前向运动#

!

解脲脲原体

!"#

!

$)'&@(@

"

B

',CC;'$(A&#*$&)'%)$A'$&')&$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A&#*$&)

"

%)$A

$

$&#$+$$#)&

!!

解脲脲原体$

??

&是人类泌尿生殖道最常见微生物之一#

有很高的携带率 '

$

(

)引起男性不育症有诸多因素#泌尿生殖

道感染引起的不育症已上升为不育症的首要因素#

??

感染是

导致不育症最常见的病因之一)对于
??

感染造成不育的机

制#各研究报道不一)本文通过对
??

感染患者血清性激素水

平及精液参数变化比较#旨在对
??

引起男性不育机制作进

一步探讨)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A%

例男性不育者均来自
%)$4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男性科门诊就诊者#年龄
%&

!

*4

岁#婚后未

采取避孕措施正常性生活
$

年以上不育#其配偶经妇科检查排

除女方不孕因素#经查无其他器质性生殖系统疾病#无外伤及

家族遗传病史#性功能正常#血清衣原体抗体阴性#精液细菌培

养和淋球菌培养阴性#排除血清和精浆抗精子抗体阳性者)对

A%

例不育者精液
??

培养#根据
??

是否感染分为
??

阳性

不育组$

5

组#

;g&+

&#

??

阴性不育组$

`

组#

;g&*

&)有生育

能力
??

检测为阴性健康者
%+

例为对照组$

3

组#

(g%+

&)

A'B

!

方法

A'B'A

!

精液采集和分析
!

禁欲
%

!

AJ

后手淫法取精液于清

洁无菌塑料容器内#置
&A\

恒温金属浴液化*待检)采用奥林

巴斯
3c&$

型生物显微镜及清华同方彩色精子自动分析系统#

按
V29

精液参数检测方法'

%

(分析精子浓度*存活率*前向运

动$

78

&*非前向运动$

Z7

&等)

A'B'B

!

??

感染鉴定
!

按试剂盒$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说明书进行培养鉴定)经
&4\

培养#

%*E

和
*+E

分别观察

颜色变化#

%*E

相对应的小孔由黄变红或橙色提示
??

生长#

仍为黄色为阴性)

A'B'C

!

血清性激素测定
!

采用美国雅培全自动
5832WD[32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A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W;FX>NPSGJ

!

XIM

K

%)$A

!

Y/M'&+

!

Z/'$&

"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东新区名中医及名中医工作室建设项目$

7!_bc"#&#%)$*)$$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

7"X%)$*#b$A

&%上海

市科委项目$

$**)$@A%&))

&)

#

!

通信作者#

[#=N,M

!

CECJ

R

H=

K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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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检测血清黄体生成素$

>2

&*催乳素

$

78>

&*睾酮$

D

&*卵泡刺激素$

6U2

&)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7UU$A')

软件分析#数据资料描述

符合正态分布以
1]C

表示#偏态分布用
O

$

!

%4

#

!

A4

&表示)计

量资料比较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配对
=

检验#不符合正态性采用

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

各组之间精液质量及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见表
$

)

5

组

与
`

组的比较显示#精液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6g

T$')&$

#

!

%

)')4

&%精 子 浓 度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6gT&'+&4

#

!

$

)')$

&%精子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T%'A@A

#

!

$

)')$

&%精子
7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T%'%)@

#

!

$

)')4

&%精子
Z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gT%'$)@

#

!

$

)')4

&#%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

&%

6U2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6gT$'4&*

#

!

%

)')4

&%

78>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6g T%'*&$

#

!

$

)')4

&%

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g

T%'($$

#

!

$

)')$

&)

5

组与
3

组比较显示#精液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g

T$'%4@

#

!

%

)')4

&%精子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6g

T&'(*(

#

!

$

)')$

&%精子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T*'*A*

#

!

$

)')$

&%精子
7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T&'A$%

#

!

$

)')$

&%精子
Z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gT%')+%

#

!

$

)')4

&%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gT%'@@$

#

!

$

)')$

&%

6U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gT$'@*)

#

!

%

)')4

&%

78>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6gT&'A)*

#

!

$

)')$

&%

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T*')%+

#

!

$

)')$

&)

`

组与
3

组比较显示#精液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g

T)'%AA

#

!

%

)')4

&%精子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T)'*&A

#

!

%

)')4

&%精子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T%')4A

#

!

$

)')4

&%精子
7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T$'%(@

#

!

%

)')4

&%精

子
Z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gT)'$%A

#

!

%

)')4

&%

>2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6gT)'4+A

#

!

%

)')4

&%

6U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6gT)'%A(

#

!

%

)')4

&%

78>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6g

T$')&&

#

!

%

)')4

&%

D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gT$'4(&

#

!

%

)')4

&)

表
$

!!

5

组与
`

组精液质量及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1]C

或
O

$

!

%4

)

!

A4

%'

组别
(

精液体积$

=>

& 精子浓度$

$)

(

"

=>

& 存活率$

:

&

78

$

:

&

Z7

$

:

&

5

组
&+ %'*

$

$'4

#

*')

&

&4'**

$

%*'*4

#

()'&*

&

""

&)'+)]$*'$*

""

%&'%4]$$'&A

"

+'(A

$

4'+*

#

$4'A+

&

"

`

组
&* &')

$

%')

#

*')

&

(('*+

$

*+'*A

#

A('*)

&

&@'%$]$)'@&

#

%@'&*]$%')& $%'A+

$

@'%)

#

$A'*A

&

3

组
%+ &')

$

%')

#

*'+

&

(*'$+

$

4%')4

#

+('A4

&

,,

**'(&]@'4%

,,

&%'A@]+'(+

,,

$&'4A

$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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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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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与
`

组精液质量及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1]C

或
O

$

!

%4

)

!

A4

%'

组别
( >2

$

=W?

"

=>

&

6U2

$

=W?

"

=>

&

78>

$

=W?

"

>

&

D

$

;=/M

"

>

&

5

组
&+ *'+$]$'+( *'A(

$

%'4)

#

4'+%

&

*4*'&@

$

&%)'A)

#

4+&'+)

&

"

$$'4(

$

A'%+

#

$('(4

&

""

`

组
&* &'AA]$'*% &'$4

$

%')A

#

4'4)

&

&$A'%+

$

%($')*

#

*$4'&4

&

$*'4$

$

$$'+(

#

%)'&+

&

3

组
%+ &'$A

$

%'(4

#

*'4(

&

,,

&'%(

$

%'(@

#

*')(

&

&$('@)

$

%%&'&@

#

&+)'$%

&

,,

$+'&%]4'+@

,,

!!

注!与
5

组比较#

,,

!

$

)')$

#

,

!

$

)')4

%与
`

组比较#

""

!

$

)')$

%

"

!

$

)')4

%与
3

组比较#

#

!

$

)')4

)

C

!

讨
!!

论

!!

引起男性不育症因素有很多#一般与泌尿生殖道感染*内

分泌功能障碍*生殖器官发育异常*遗传性疾病*微量元素缺乏

等有关#其中
??

感染引起的不育较为常见#目前对于
??

引

起不育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由于生

殖道
??

感染导致黏膜炎症*坏死#输卵管纤毛运动功能减弱

或丧失#受精卵运动受限制%

??

具有尿素酶分解尿素产生氨#

受精环境
0

2

升高#不利于受精%

??

直接吸附精子头部#破坏

精子活力%

??

与人类精子膜存在共同抗原#导致免疫性不孕%

??

感染男性生殖道后刺激单核
#

巨噬细胞分泌
DZ6#

'

#促使

泌尿道上皮细胞表达
6NC#6NC>

#导致受精卵凋亡等'

$

(

)

??

还

可以感染精道*精囊和睾丸#感染严重可影响睾丸生殖细胞和

支持细胞)

内分泌功能紊乱可引起血清性激素水平异常)与男性生

殖有关的内分泌激素很多#以下丘脑
#

垂体
#

睾丸轴系最为重

要)下丘脑
#

垂体
#

睾丸轴系任何环节异常都有可能导致不育)

而血清生殖激素水平检测能反映下丘脑
#

垂体
#

睾丸性腺轴功

能'

&

(

)

>2

又称间质细胞刺激素#

>2

主要作用于睾丸间质细

胞上的
>2

受体#并调节
D

的生成)下丘脑脉冲性释放的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作用于脑垂体使其合成和分泌
6U2

)当

??

感染睾丸破坏睾丸生精功能后#下丘脑
#

垂体
#

睾丸性腺轴

的反馈作用可导致
6U2

和
>2

升高)本研究中
??

阳性不育

组
>2

显著高于
??

阴性不育组和健康对照组#虽然
??

阳性

不育组
6U2

与其余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

阳性

不育组
6U2

稍高于另外两组#可能与
??

感染对睾丸损害程

度有关)文献报道表明
D

主要由睾丸间质细胞分泌#多种因

素都可能造成睾丸受到损伤#发生生精功能障碍#从而导致
D

含量的降低'

*

(

)本研究中
??

阳性不育组
D

显著低于
??

阴

性不育组和健康对照组#与相关报道一致#可能与
??

感染密

切相关)

78>

是由垂体前叶腺嗜酸细胞分泌的蛋白质激素#

78>

可以增强
>2

对间质细胞的应用#使
D

合成增加#当
D

含

量降低时#反馈作用促使
78>

合成增加#本文中
??

阳性不育

组
78>

显著高于
??

阴性不育组和健康对照组$

!

$

)')4

&)

??

阴性不育组血清各项性激素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4

&#说明
??

阴性不育者与健康人群血清性

激素差异不显著)众多研究报道表明#

??

感染不育者精子浓

度*存活率*前向运动*非前向运动与
??

阴性不育者比较差异

显著$

!

$

)')4

&

'

4#A

(

#与本文报道一致)综上所述#

??

感染不

育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有明显异常#

??

感染影响性激素水

平#对患者生育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机制还有待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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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螺旋
3D

及
*

项生化指标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

武晓莲

"甘肃省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甘肃平凉
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

排螺旋
3D

联合生化监测指标对动脉硬化病变发展程度的临床应用研究%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4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

例冠状动脉硬化患者
(*

排螺旋
3D

血管成像"

3D5

$及生化指标检测等临床资料!并与

$))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的生化指标检测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动脉硬化情况与这些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

冠状动脉硬化患者

血清三酰甘油"

De

$&超敏
3

反应蛋白"

EC#387

$及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2-

K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者!血清总胆红素"

D̀ W>

$水平明显

低于健康者!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血清
De

&

EC#387

及
2-

K

水平随动脉硬化病变发展程度的增加而升高!呈

正相关#血清
D̀ W>

水平随动脉硬化病变发展程度而降低!呈负相关%冠状动脉
3D5

既能判断冠状动脉是否狭窄以及管腔狭窄

程度!还能准确显示粥样斑块的病理性质!判断斑块的稳定性%结论
!

(*

排螺旋
3D

及生化指标的监测有助于动脉硬化病变的早

诊断&早治疗&早预防%

关键词"动脉硬化#

!

螺旋
3D

#

!

血管成像#

!

生化指标#

!

临床价值

!"#

!

$)'&@(@

"

B

',CC;'$(A&#*$&)'%)$A'$&')&%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A&#*$&)

"

%)$A

$

$&#$+$&#)%

!!

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等疾病的主要病因#动脉粥样

硬化导致动脉血管管壁厚度增大*既而发生管腔变小*变硬#失

去弹性#是动脉硬化中常见的类型)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习

惯*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快速进展#我国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发病率逐年增高#且呈年轻化趋势#成为影

响人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因此#寻求一种快速经济的诊断方

法及判断动脉硬化病变发展程度的有效指标对临床治疗及预

防疾病发展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分析了
%)$%

年
$

月至

%)$4

年
$)

本院对收治的
$))

例冠状动脉硬化患者
(*

排螺旋

3D

血管成像及生化指标检测的临床资料#研究表明冠状动脉

硬化病变发展程度与其具有相关性#现总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观察组
$))

例#为
%)$%

年
$

月至
%)$4

年
$)

月期间来本院治疗的冠状动脉硬化患者#女
*%

例*男
4+

例#年

龄
4)

!

A+

岁#平均$

()'%]4'*

&岁)排除标准!肾脏*心脏*肺

脏功能不全者%心房颤动或频发房性和室性期前收缩者*心律

失常者%曾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冠状动脉支架术者%合并自

身免疫性疾病*严重感染*恶性肿瘤者)所有观察组患者均无

碘过敏史)另外#选取
$))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两

组人群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可

比性)

A'B

!

方法

A'B'A

!

生化指标
!

所有生化指标检测的标本均为空腹
$%E

的清晨静脉血液
&

!

4=>

#离心并留取血清后选用贝克曼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
5?(+)

进行检测)试剂及质控品均由上海复星

医药生物有限公司提供#并严格遵循各测试物说明书操作

规程)

A'B'B

!

3D

检查
!

心率控制在
A)

次"分以下#采用飞利浦
(*

排螺旋
3D

扫描)扫描参数!准直器宽度
)'(%4==

#螺距

)'%

!

)'*&

#层厚
)'(%4==

%重建层厚
)'(%4==

#重建间隔
)'

4==

#电压
$%).Y

#电流
&%)=5

)用高压注射器以
&'4

!

4

=>

速度注入碘浓度为
&A)=

<

"

>

优维显
A)

!

+)=>

和
4)=>

的生理盐水)将主动脉根部层面设置为兴趣区#进行回顾性心

电门控冠状动脉造影扫描)对冠状动脉用多种后处理技术进

行图像三维重建#如曲面重建*容积重建*最大密度投影重建*

多平面重建等)

A'B'C

!

3D

判断冠状动脉狭窄及斑块性质
!

标准为目测直径

法计算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以远端及紧邻狭窄段近端的正常

血管内径作为
$)):

$正常&#狭窄程度以血管狭窄处的内径减

少的百分数判断'

$

(

)$

$

&管腔轻度狭窄!管腔狭窄
$

正常管腔

4):

%中度狭窄!管腔狭窄为
4):

!$

A4:

%重度狭窄!管腔狭

窄
&

A4:

%$

%

&斑块性质!

3D

值
$

4)2I

为软斑块#

3D

值为

4)2I

!$

$))2I

为中间斑块#

3D

值
%

$))2I

为钙化斑块)

A'C

!

统计学处理
!

用
U7UU$+')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1]C

表示#计量资料用
=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两组生化指标水平的比较
!

观察组血清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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