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体肺炎患儿
!#

二聚体*

W>#$A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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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标#是为了重点探讨

!#

二聚体*

W>#$A

*

W

<

[

在儿童支原体肺炎发病及进展中的

作用)

!#

二聚体是纤溶酶水解交联纤维蛋白降解后形成的纤维

蛋白特异性降解产物#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中的最小片段#是

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记物之一#同时也是也可作

为严重感染的指标之一)重症肺炎患儿机体可能处于缺氧状

态#在缺氧和内毒素作用下#可激活炎症细胞释放细胞因子等

多种炎症递质#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从而启动了内源性

凝血系统#使血液黏稠度增高*微血栓形成等#进而导致血浆
!

T

二聚体水平增高'

$)

(

)本研究检测结果显示支原体肺炎患儿

急性期组
!T

二聚体水平显著高于恢复期组和对照组)

W>#$A

在炎症反应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

(

#近年来研究显

示#

W>#$A

在呼吸系统疾病的发作及进展中起重要作用)本研

究检测了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中
W>#$A

的水平#支原体肺炎患

儿血清中
W>#$A

水平的与
!#

二聚体水平呈相同的趋势#即随着

支原体肺炎的急性发作及病情进展#外周血中
W>#$A

水平与
!#

二聚体水平呈升高趋势)表明
W>#$A

参与了支原体肺炎的急

性发作及进展)可能是
W>#$A

通过作用于肺炎支原体进而在

支原体肺炎的急性发作及病情加重中发挥作用)

W

<

[

在过敏反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肺炎支原体对于人体

既是感染源也是过敏原)肺炎支原体感染人体后作为过敏原

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和非特异性
W

<

[

)研究报道#儿童肺炎患

者因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感染并导致气道的变态反应

性炎症#引起呼吸道感染儿童血清总
W

<

[

水平明显升高'

$%

(

)

本研究检测结果显示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
W>#$A

水平与
W

<

[

水平呈正相关#

W>#$A

*

W

<

[

可能在支原体肺炎的急性发作及进

展中共同起作用)

综上所述#

!#

二聚体*

W>#$A

*

W

<

[

在支原体肺炎中高表达%

!#

二聚体*

W>#$A

*

W

<

[

的异常表达与支原体肺炎的急性发作及

进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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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献血者稀有血型筛选

尚锦青$

!贾雯婷$

!苏仁娜$

!朱自严%

!王
!

晨%

!叶璐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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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呼和浩特
)$))A)

#

%'

上海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上海
%)))4$

$

!!

摘
!

要"目的
!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无偿献血者人群中筛选稀有血型!并了解稀有血型的种类和频率%方法
!

随机对
%%

&)@

名无偿献血者标本!采用尿素溶血试验筛选
X.

"

NTPT

$表型#对
$A((

名
9

型蒙古族无偿献血者标本!用
@(

孔微量板法和改

良的抗球蛋白试验筛选
9E

&

,

&

eG

&

>IP

&

e75

&

VHP

&

8E

等稀有血型!用试管法和经典的间接抗球蛋白试验方法进行确认%结果
!

在
%%&)@

名无偿献血者中共筛选到
X.

"

NTPT

$血型
$

例!其分布频率为
)'))**:

#在
$A((

名蒙古族献血人群中共筛出
>I

"

PT

$

%

例!其分布频率为
)'$$&:

%结论
!

X.

"

NTPT

$分布频率低于广州"

)')%:

$和成都"

)')%%$:

$!与上海"

)'))*$:

$&长春

"

)'))4:

$接近!高于日本"

)'))%%:

$#

>I

"

PT

$分布频率存在地区和民族差异!与国内报道比较!低于广西侗族"

)'&(&:

$和广西

壮族"

$'%4@:

$!高于广东番禹地区汉族"

)')*+:

$&新疆维吾尔族"

)

(

&&&4

$和浙江丽水畲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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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关键词"内蒙古#

!

蒙古族#

!

稀有血型

!"#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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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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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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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稀有血型筛选是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计划项 目中的部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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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采用血型免疫学方法对内蒙古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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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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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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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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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浩特地区无偿献血者人群进行部分稀有血型筛选#并进行进

一步的确认#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中心献

血的无偿献血者
%%&)@

名纳入研究#其中
9

型蒙古族
$A((

名#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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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主要来自于呼和浩特市和周边
4

旗县#标

本为
[!D5

抗凝静脉血)

A'B

!

仪器与试剂

A'B'A

!

仪器
!

平板离心机*血球洗净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

厂&#恒温水浴箱$北京市医疗设备厂&#微量加样器$芬兰&*

@(

孔
?

型微板*

$%)

孔梯度微量板*震荡仪)

A'B'B

!

试剂
!

分析纯尿素试剂$天津市科盟化工生产&#使用

前配制为
%=/M

"

>

浓度的应用液%抗
#X.N

$德国
,̀/FGCFUGHN#

-M/;G

公司&#抗
#X.P

$英国
S,MM,

0

/HG>,=,FGJ

公司&#抗
,

*抗
#

e73

*抗
#2

*抗
#>IP

*抗
#e75

*抗
#VHP

*羊抗鼠二抗$上海血液

中心&#抗
#2

$德国
,̀/FGCFUGHN-M/;G

#公司及上海血液生物公

司&#抗
#>IN

$德国
,̀/FGCFUGHN-M/;G

公司&#确认抗
#>IP

$德国

,̀/FGCFUGHN-M/;G

公司&#

W

<

S

抗
#!

$上海血液生物公司&#抗球

蛋白试剂$

W

<

e^3&J

#上海血液生物公司&#

W

<

S^W

<

e

抗
#!

$英国
S,MM,

0

/HG>,=,FGJ

公司&#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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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抗
#!

$上海血液生物公

司&#抗
#3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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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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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抗
#-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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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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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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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A'C

!

方法

A'C'A

!

X.

$

NTPT

&尿素筛选方法
!

在
@(

孔板每个
?

型孔加

入
%

!

4:

待检红细胞
%)

%

>

及
%=/M

"

>

尿素
$))

%

>

#震荡
$4C

混匀#

+))H

"

=,;

离心
4=,;

#判读结果)结果若发生溶血则为

阳性#反之为阴性)对可疑及阴性结果用试管法进行进一步检

测#试管中加入
%=>%=/M

"

>

尿素#然后加入上述配制好的红

细胞悬液
$))

%

>

#混匀后静置
4=,;

)

&&))H

"

=,;

#离心
$+C

#

判读结果#结果若发生溶血则为阳性#不溶血即为
X.

$

NT

PT

&)

A'C'B

!

W

<

S

类抗体筛选方法
!

在
@(

孔板上标记抗
#2

*抗
#,

*

抗
#e73

#加入
&:

的待检红细胞每孔
%)

%

>

#然后分别加对应

的抗体每孔
%)

%

>

#震荡
$4C

混匀#

+))H

"

=,;

离心
4=,;

#用手

轻轻拍击板侧#观察孔底细胞扣#判读结果#发生凝集则为阳性

结果#反之为阴性结果)以
9

型脐血红细胞作为
,

阳性对照)

如果抗
#e73

阴性*抗
#2

阴性*抗
#,

阳性#则取
A4==f$%==

试管分别加对应的抗体
4)

%

>

#

&:

的待检红细胞
4)

%

>

#

&&))

H

"

=,;

离心
$+C

#按标准血清学盐水介质反应判读结果)发生

凝集则为阳性结果#反之为阴性结果)

A'C'C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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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类抗体筛选方法
!

在
@(

孔板上标记抗
#>IP

*抗
#

e75

*抗
#VHP

#加入
&:

的待检红细胞每孔
%)

%

>

#然后分别加

对应的抗体每孔
%)

%

>

#震荡
$4C

钟混匀#将混匀后的
@(

孔板

置于
&A\

水浴箱#孵育
&)=,;

)加入相应的二抗
*)

%

>

后#置

于振荡器上混匀)将
@(

孔板放入离心机离心
+))H

"

=,;

离心

4=,;

#用手轻轻拍击板侧#观察孔底细胞扣#判读结果)发生

凝集则为阳性结果#反之为阴性结果)

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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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

血型筛选方法
!

标记试管为抗
#3

*抗
#-

*抗
#[

*抗
G

加入对应的抗血请和
&:

的待检红细胞各
4)

%

>

#

&&))H

"

=,;

离心
$+C

#判读结果)

8E!

检测采用
$%)

孔梯度微量板筛选#

初筛阴性者采用间接抗球蛋白试验确认)

A'C'E

!

稀有血型的确认试验
!

经上述方法筛选到稀有血型样

本#分别用确认抗体通过盐水凝集试验和经典的间接抗球蛋白

试验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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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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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无偿献血者中共筛选到
X.

$

NTPT

&血型
$

例#见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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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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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人群
X.

$

NTPT

%稀有

!!!

血型筛选结果$

(g%%&)@

%

民族
(

稀有表型$

(

& 稀有表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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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
$+**@ $ )'))4*

蒙古族
&$(* ) )

其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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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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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名蒙古族无偿献血人群中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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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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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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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

VHP

$

T

&*

T!T

*

!33[[

*

J3#

3[[

*

8E=IMM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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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人群稀有血型筛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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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稀有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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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表型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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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 ) )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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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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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血型系统在
WÙ D

命名中为
X.

#数字为
))@

#该系统

共有
&

种抗原#分别是
X.N

*

X.P

*

X.&

%有
*

种表型#其中
X.

$

N̂

PT

&*

X.

$

NTP̂

&和
X.

$

N̂ P̂

&

&

种表型常见#而
X.

$

NTPT

&

则罕见)

",JJ

系统抗体偶尔可引起
2!Z

#常为中等强度)在

临床上严重的溶血性输血反应中#特别是严重的迟发性溶血性

输血反应中#

X.

抗体常是主要原因'

%

(

)一旦发现
X.

$

NTPT

&

患者体内出现抗体时#已很难找到相同的
X.

$

NTPT

&供血者)

由于
X.

$

NTPT

&在汉族人群频率很低#故应用单克隆抗体筛

选
X.

$

NTPT

&不现实)根据某些稀有血型的细胞本身带有一

定的特殊性#利用这些特殊性而设计的筛选可使稀有血型的获

得变得更为简单)比如
X.

$

NTPT

&是
",JJ

血型系统中的
$

种

稀有血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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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NTPT

&红细胞能抵抗
%S

尿素的溶解作用)

X.

$

N̂ PT

&*

X.

$

NTP̂

&或
X.

$

N̂ P̂

&红细胞接触这些溶液后

迅速膨胀#然后破裂)相比之下#

X.

$

NTPT

&红细胞收缩#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溶解'

&

(

)目前#国内通过尿素筛选实验#已

获得
4)

多名
X.

$

NTPT

&表型献血者)本课题组对
%%&)@

名

无偿献血者进行了
X.

$

NTPT

&的筛选#筛出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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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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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布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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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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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中符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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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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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确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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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抗原)在绝大部分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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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表型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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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文

献报道#中国台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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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国人中#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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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
>IP

检

查#全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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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在
$A((

名蒙古族献血人

群中共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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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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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分布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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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西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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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西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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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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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于广州番禹

地区汉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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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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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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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丽水

畲族$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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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筛查献血者稀有血型#不仅可了解不同地域和民族

人群稀有表型频率可能存在的差异#而且能够积累资料*建立

和丰富稀有血型数据库)稀有血型库的建立#为临床输注配合

性血液提供了参考资料#对解决临床稀有血型患者的输血安全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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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浆内毒素)主要成分为脂多糖"

>7U

$*和降钙素原"

73D

$对败血症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
!

血浆
>7U

的检测采用光度法!血浆
73D

采用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进行检测!对
%%%

例临床确诊败血症患者和
%)

健康体检者"对照组$的上

述两项指标同时进行检测%结果
!

败血症组
>7U

和
73D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败血症患者中!

73D

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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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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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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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D

水平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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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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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D

检测阳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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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U

水平为"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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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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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U

检测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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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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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血症患者中!

73D

检测阴性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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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D

阴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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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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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U

检测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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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与
73D

阳性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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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73D

用于败

血症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和
@*'4(:

!

>7U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4'$%:

和
(*'A(:

%结论
!

>7U

与
73D

联合检测有利于提高革兰阴性菌感染检测的准确性!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脂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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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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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阴性菌#

!

败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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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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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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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血症是指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侵入血循环#并在血中生

长繁殖#产生毒素而发生的急性全身性感染#会造成内毒素'主

要成分为脂多糖$

>7U

&(血症)如果侵入血流的细菌被人体的

防御机能所清除#无明显毒血症症状时则称为菌血症)败血症

伴有多发性脓肿而病程较长者称为脓毒血症)本课题组从

%)$*T%)$4

年纳入了
%%)

例败血症患者进行血浆
>7U

和降钙

素原$

73D

&的同时检测#并对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现报道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

&患者组纳入了在本院重症监护室住院的

%%%

例临床医生确诊的败血症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诊断

标准'

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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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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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387

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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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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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岁)$

%

&对照组纳入

的是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岁#患者组和健康者对照组血浆标本均为晨

间空腹静脉血
4=>

#置于肝素抗凝管#离心得到血浆后进行

检测)

A'B

!

仪器与试剂
!

>7U

采用英国莱伯金耐特公司的
>"S)%#

&%

型动态试管检测仪*

D5>#+)

试管恒温仪#内毒素检测试剂

盒及质控品均由广东湛江安度斯生物有限公司提供)

73D

采

用北京热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
?7D#&5

型上转发光免疫分

析仪及其配套
73D

检测试剂盒)

A'C

!

方法

A'C'A

!

血浆
>7U

采用革兰阴性菌脂多糖光度法检测
!

将采

集好的抗凝血
&)))H

"

=,;

离心
$)=,;

后#取上层富含血小板

的血浆
)'$=>

加入装有
)'@=>

样品的处理液中#混匀后
A4

\

保温
$)=,;

取出后放置冷冻槽
4=,;

#为待测血浆样品%然

后取
)'%4=>

试剂复溶液加入反应试剂中#轻轻摇匀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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