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提高了检测的特异性#并可对扩增物进行准确定量#可作为

S7

感染的早期诊断的有效方法)支原体感染机体后#会产生

抗
S7#W

<

S

和
S7#W

<

e

#其中抗
S7#W

<

S

是最早出现的特异性

抗体#它于发病后
M

周左右可检出#

&

!

周达高峰#可持续存在

&

!

(

个月)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中抗
S7#W

<

S

#是基于

血清样本中的特异性抗体与吸附在载玻片上的抗原结合#然后

与荧光素标记的抗人球蛋白反应#在免疫荧光显微镜观察结

果#方法简单#可以快速检测)但是影响因素较多)$

$

&患儿年

龄!因新生儿免疫功能未完善#在感染
S7

后机体生成抗体的

量不足#导致检出率低%$

%

&病程!发病后
M

周左右
S7#M

<

S

才

开始升高#对于病程小于
M

周的患儿#很容易造成漏诊或者误

诊%$

&

&免疫功能状态!免疫低下的患儿#免疫反应低#其
W

<

S

升高幅度不大#达不到间接免疫荧光法的检测下限'

A

(

)因此#

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S7#W

<

S

的特异性较高#但是应用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37

是极易造成呼吸系统感染#特别是支气管炎和肺炎#而

且所致的肺炎常无特异性症状)感染
37

后#机体产生非特异

性免疫*特异性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但是这种获得性免疫较

弱#持续时间不长#因此机体感染
37

常表现为持续感染*反复

感染或者隐性感染'

+

(

)由于
37

感染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和体

征可供医生参考#实验室检查突出其重要性)目前临床上对

37

感染的金标准方法是细胞培养#但是细胞培养法缺点是花

费大操作繁琐*培养周期长#且实验室技术要求高'

@

(

)本研究

检测血清抗
37#W

<

S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方法简单*快速#并

且检测方法特异性强*敏感性高#被国内外学者誉为
37

感染

诊断的.金标准/

'

$)

(

)人感染
37

后#能产生特异性
W

<

S

和
W

<

e

抗体#且在首次感染后
&

周内以抗
37#W

<

S

为主)本文新生儿

肺炎患儿检测出
$4

例
37#W

<

S

阳性#占总例数的
+'&:

)可见

新生儿肺炎患儿中
37

感染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于国内市场

检测
37

的实时荧光定量
738

试剂盒的缺乏#未能作间接免

疫荧光法和
738

技术的比较#今后会在这方面作进一步跟进

研究)由于新生儿免疫功能低下#在抗
37

感染的同时#也要

加强营养及支持治疗#同时还要搞好病房消毒杀菌#医务人员

严格无菌操作#防止医院交叉感染'

$$

(

)

综上所述#

S7

*

37

感染是引起新生儿肺炎的重要原因#应

该及早诊断和治疗#有效控制和预防新生儿感染上
S7

*

37

)

并且实时荧光定量
738

法检测
S7

的敏感性较间接免疫荧光

法高#可作为
S7

感染的早期诊断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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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心梗患者抗心磷脂抗体和同型半胱氨酸的动态观测

李兴达

"江苏省徐州市中医院检验科!江苏徐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抗心磷脂抗体"

53>

$和同型半胱氨酸"

2-

K

$对急性脑梗死"

53W

$的临床意义!为
53W

的早期诊治和预后

提供有效依据%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住院的
+@

例
53W

患者为试验组!检测入院时的
53>

和
2-

K

血清水

平%并对
+@

例试验组进行一年随访!将其分为无后遗症组&致残组和死亡组!并追踪检测
53>

&

2-

K

血清水平#

4)

例体检中心体

检者为对照组%结果
!

试验组
53W

患者入院时
53>

血清水平为"

@'%]%'(

$

e7>?

(

=>

!

2-

K

血清水平为"

%&'+]('&

$

%

=/M

(

>

!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

)')4

$%试验组患者治疗
%

周后
53>

血清水平为"

+'4]&'$

$

e7>?

(

=>

!

2-

K

血清水平

为"

%$'+]+'%

$

%

=/M

(

>

!和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随访一年试验组'无后遗症组血清水平
53>

为"

+'A]%'&

$

e7>?

(

=>

!

2-

K

为"

%%'(]&'$

$

%

=/M

(

>

#致残组
53>

为"

$+'&]A'@

$

e7>?

(

=>

!

2-

K

为"

&&'%]4'(

$

%

=/M

(

>

#死亡组"

%+'A]@'+

$

e7>?

(

=>

!

2-

K

为"

*$'&]+'%

$

%

=/M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结论
!

53>

&

2-

K

是
53W

的独立致病因素!在诊治
53W

时应采取针对
53>

&

2-

K

的个性化治疗%动态追踪检测
53>

&

2-

K

血清水平对
53W

的康复预后有一定的预见性%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

!

抗心磷脂抗体#

!

同型半胱氨酸

!"#

!

$)'&@(@

"

B

',CC;'$(A&#*$&)'%)$A'$&')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A&#*$&)

"

%)$A

$

$&#$+*+#)&

!!

脑梗死又称为缺血性脑卒中是一种由于缺血*缺氧导致的

脑组织坏死#占脑卒中
+):

#多见于
4)

!

A)

岁的中年人#发病

急骤#病死率仅次于恶性肿瘤'

$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脑梗

死的患病率也呈增长趋势)现在临床上大多认为脑梗死与.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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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症*血黏度高*房颤*吸烟等因素有关)但很多患者并无以

上因素#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心磷脂抗

体$

53>

&和同型半胱氨酸$

2-

K

&与脑梗死有密切关系#可能是

脑梗死的独立致病因素'

%#4

(

)本文对
+@

例
53W

患者的
53>

*

2-

K

血清水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
53W

的诊治及预后的价值)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治

疗的
53W

患者
+@

例#其中男
4%

例*女
&A

例#年龄
*4

!

+$

岁#

平均年龄$

(%'(]$+'&

&岁)脑梗死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

-的脑梗死诊断标准#

出现局灶神经障碍临床表现并持续
%

%*E

)均经头颅
3D

或

S8W

证实#可清晰显示缺血性梗死*脑干和小脑梗死*静脉窦

血栓形成#作为试验组)选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4)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4%

!

A(

岁#平均年龄$

(&'%]$%'+

&岁#作

为对照组)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可比

性)所有研究对象排除肝肾功能正常*无自身免疫性病*恶性

肿瘤*心肌梗死等疾病)

A'B

!

方法
!

$

$

&血清
2-

K

*

53>

测定!试验组入院头天和治疗

两周后及对照组分别禁食
+E

#静脉抽血
&=>

#

*)))H

"

=,;

离

心
4=,;

后待用)

2-

K

采用循环酶法仪器为西门子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
5!YW5%*))

#

53>

采用酶联免疫法仪器为亚辉龙

b2>9#?W9Z

#试剂均由赛力斯公司提供)正常值!

53>

$

)

!

+

e7>?

"

=>

&%

2-

K

$

*')

!

$4'*

%

=/M

"

>

&)$

%

&所有试验组患者

随访一年#分别于
$

*

&

*

(

*

@

*

$%

月第
$

天禁食
+E

#静脉抽血
&

=>

#

*)))H

"

=,;

离心
4=,;

分离血清检测
53>

*

2-

K

)随访期

间保持病例完整#并依据伤残情况统计患者治疗后伤残和死亡

人数)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7UU$A')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用于
1]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

)')4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入院时两组间的比较
!

试验组入院时与对照组血清

2-

K

*

53>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入院时两组间的比较

组别
53>

$

e7>?

"

=>

&

2-

K

$

%

=/M

"

>

&

试验组
@'%]%'(

"

%&'+]('&

"

对照组
*'$]$'@ @'A]4'A

!!

注!

"

!

$

)')4

#与对照组比较)

B'B

!

治疗前后的比较
!

患者治疗两周后
2-

K

*

53>

血清水平

见表
%

#发现治疗虽对疾病起到一定改善#但
2-

K

*

53>

血清水

平经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

表
%

!!

治疗前后的比较

组别
53>

$

e7>?

"

=>

&

2-

K

$

%

=/M

"

>

&

治疗前
@'%]%'( %&'+]('&

治疗
%

周后
+'4]&'$

"

%$'+]+'%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4

)

B'C

!

随访情况的比较
!

随访
+@

例试验组患者
$

年#随着时间

的推移无后遗症组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各阶段变化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而致残组*死亡组随着时间的推

移
2-

K

*

53>

血清水平逐渐增高#各节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并且致残组*死亡组与无后遗症组同节段相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

例脑梗死患者
53>

和
2-

K

水平在随访期间的变化

分组
(

$

月#

53>

$

e7>?

"

=>

&

2-

K

$

%

=/M

"

>

&

&

月#

53>

$

e7>?

"

=>

&

2-

K

$

%

=/M

"

>

&

(

月#

53>

$

e7>?

"

=>

&

2-

K

$

%

=/M

"

>

&

@

月#

53>

$

e7>?

"

=>

&

2-

K

$

%

=/M

"

>

&

$%

月#

53>

$

e7>?

"

=>

&

2-

K

$

%

=/M

"

>

&

无后遗症组
&$ +'%]%'& $@'A]%'@ +'&]$'@ %)'&]%'$ +'*]%'( %$'$]%'4 +'(]%'$ %$'@]$'+ +'A]%'& %%'(]&'$

致残组"

4% @'$]$'@ %)'(]&'A $$'4]%'$ %&')]*'& $*'%]&'+ %A'$]*'( $('A]4'% %@'+]('$ $+'&]A'@ &&'%]4'(

死亡组"

( $&'(]&'+ %&'4]&'A $A'@]*'& %A'%]*'$ %)'4]4'% &)'@]('% %&'@]A'& &4'+]('@ %+'A]@'+ *$'&]+'%

!!

注!

"表示该组中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各节段血清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表示致残组*死亡组和无后遗症组同节段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

C

!

讨
!!

论

!!

脑梗死其实就是大脑里的血管被血栓堵住了#局部大脑组

织得不到血液的营养产生的一系列神经系统症状#其血栓形成

临床认为与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吸烟等因素有关)#现有很

多学者认为除上述等因素外还有其他致病因素)

53>

是一种

以血小板和内皮细胞膜上带负电荷的心磷脂为靶抗原的自身

抗体#可以对自身细胞膜的磷脂产生免疫应答来损伤细胞膜#

损伤的内皮细胞膜能激活凝血系统导致血栓形成%

53>

还可

以使内皮细胞释放的抗凝前列腺环素$

7eW>

&减少#使
7eW>

抗凝及舒张血管作用减弱而致使血栓进一步形成'

(

(

)

2-

K

又

称高半胱氨酸#是人体内含硫氨基酸的一个重要代谢中间产

物#也是心脑血管发病的重要危险指标)能产生超氧化物使血

管内皮细胞损伤加速血栓形成%另外其活化形式能促使血小板

凝集#破坏机体凝血与抗凝血动态平衡%

2-

K

还可以与载脂蛋

白
`

结合形成复合物#使血脂堆积在血管壁导致动脉粥样硬

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A

(

)本研究对
+@

例试验组患者入

院时及对照组的
53>

*

2-

K

血清水平进行检测见表
$

#发现试

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同时对试

验组患者进行控制血脂*血糖等基础治疗及溶栓*抗血小板凝

集和活血化瘀中药治疗两周后检测
2-

K

和
53>

血清水平见

表
%

#发现治疗虽对疾病起到一定改善#但
2-

K

*

53>

血清水平

经治疗后变化不明显#这不仅说明
53>

*

2-

K

是急性脑梗死

$

53W

&的危险因素#也论证了
53>

*

2-

K

是
53W

的独立危险因

素#这和其他学者的观点一致'

+#@

(

)为临床对
53W

干预治疗提

供新的诊治方向)本研究对试验组患者进行随访一年#并追踪

检测
$

*

&

*

(

*

@

*

$%

月
53>

*

2-

K

血清水平变化#发现随着时间

的推移无后遗症组
$

*

&

*

(

月*

@

*

$%

#各节段变化差异不明显)

而致残组#死亡组#随着时间的推移
53>

*

2-

K

血清水平逐渐

增高#各节段血清水平差异显著)并且致残组*死亡组与无后

遗症组同节段相比较差异显著)说明
53>

*

2-

K

血清水平越

高增长越快#患者预后越严重)这是因为
53>

*

2-

K

是
53W

独

立危险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
53>

*

2-

K

血清水平不断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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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脑血栓形成作用越厉害)而加重了脑梗死的症状#甚至死

亡)由此得出
53>

*

2-

K

血清水平越高#脑梗死患者预后越

差)国外也有类似观点'

$)

(

)

综上所述
53>

*

2-

K

是
53W

的独立危险因素#对高
53>

*

2-

K

的
53W

患者治疗除控制.三高/症及溶栓活血化瘀等干预

治疗外#还应考虑对高
53>

*

2-

K

血清水平的
53W

患者采取针

对
53>

的自身抗体治疗和降
2-

K

的个性化治疗#来达到预期

疗效)同时
53>

*

2-

K

血清水平增长越快*越高
53W

患者预后

越差#动态检测
53>

*

2-

K

血清水平能为临床医生对
53W

患者

预后情况提供有效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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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T%)$4

年柳州地区肺炎支原体感染流行病学分析

梁思群!陈建林#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检验科!广西柳州
4*4)))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柳州地区人群肺炎支原体"

S7

$感染流行病学特点%方法
!

将
%)$$T%)$4

年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就诊

的
$%(@)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纳入研究!统计分析不同年份&季度&年龄和性别患者间
S7

感染率的差异%结果
!

%)$$

年
$

月至

%)$4

年
$%

月
S7

的总感染率为
&&'++:

!女性感染率"

*)'%A:

$明显高于男性"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S7

感

染主要集中在
$

!$

$*

岁儿童及
$*

!$

*)

岁青年人群!其中
$

!$

&

岁幼儿
S7

感染率最高!达
(%'$*:

#全年中
4

&

(

月份春夏交

替时节为
S7

感染的高峰期!

%

月份感染率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

!

%)$4

年
S7

感染率分别为
$)'@+:

&

*%'&%:

&

&A'4&:

&

&4'$$: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结论
!

该地区呼吸道
S7

感染存在性别&年龄&月份&季度和

年份差异!应针对性的加强预防和监测%

关键词"肺炎支原体#

!

流行病学#

!

柳州

!"#

!

$)'&@(@

"

B

',CC;'$(A&#*$&)'%)$A'$&')4$

文献标识码"

5

文章编号"

$(A&#*$&)

"

%)$A

$

$&#$+4)#)&

!!

肺炎支原体$

S7

&是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之一#主要

引起间质性肺炎'

$

(

)近年来#国内关于
S7

感染流行病学的报

道较多'

%#A

(

#但结果差异较大)因此#着重了解本地区人群
S7

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对疾病的早期诊断*积极预防具有重要的

意义)本文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4

年
$%

月柳州地区

呼吸道感染患者
S7

感染流行病学特点#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4

年
$%

月柳州市柳铁

中心医院就诊的
$%(@)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

性
+%+4

例#女性
**)4

例#年龄
$

天至
$)*

岁)纳入标准!病

例均符合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半年内重复发生呼吸道感

染#且第一次明确为
S7

感染的不再纳入研究)

A'B

!

仪器与试剂
!

主要仪器为舜宇
cb

生物荧光显微镜

$

cb#86>7

型号&)采用的试剂为西班牙
@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

体
W

<

S

抗体检测试剂盒$间接免疫荧光法&#生产厂家为
YW8#

3[>>

公司)

A'C

!

方法
!

所有患者在发病
$

周左右采集静脉血
%=>

#

&)))H

"

=,;

离心
4=,;

获取血清#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

检测
S7#W

<

S

抗体)按性别*年龄*月份*季度及年份进行分

组#统计各组
S7

感染率)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GM%))&

对数据进行前期筛选*加

工和汇总%采用
eHN

0

E7NJ7H,C=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

间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性别间
S7

感染率差异的比较
!

见表
$

)

B'B

!

不同年龄段
S7

感染的特点
!

$&

个年龄段
S7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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