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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入院时
]F

B

*

!-/

及
g"-

水

平比较
!

入院时#预后良好组
]F

B

*

!-/

及
g"-

水平均明显

低于预后不良组$

!

$

(1()

%)见表
#

)

表
#

!!

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入院时
]F

B

"

!-/

及

!!!

g"-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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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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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

$

=

I

"

HV

%

g"-

$

d%(

5

"

V

%

预后良好组
45 #$1)2e41%% %$14e(14$ %(1%)e#1%$

预后不良组
'% #51%(e&1#) %21#)e'1%5 %$1%#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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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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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D

!

脑梗死预后不良独立危险因素回归分析
!

入院时
]F

B

*

!-/

及
g"-$

项指标与脑梗死预后不良的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
$

)

表
$

!!

脑梗死预后不良独立危险因素
V>

I

;<?;F

分析结果

变量
"

EA R(9K -@ !

]F

B

(1'# (1(5 %&1%$ %1'$ (1((%

!-/ #1%' %1#% '1$2 %)12) (1(##

g"- %14( (124 '154 )15( (1(#(

D

!

讨
!!

论

!!

全球脑梗死发生率为
%'(

"

%(((((

#

#((

"

%(((((

)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脑梗死发生率呈现明显上升趋

势)脑梗死患者发病早期缺乏特异的临床症状#容易漏诊#导

致患者预后不良#甚至死亡'

'

(

)脑梗死的基本原因是脑动脉血

管斑块形成导致的血管狭窄及堵塞#中重度脑血管狭窄是引起

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在脑动脉血管斑块的形成过程中#作

为反应性血管损伤的氨基酸000

]F

B

#可促使氧自由基的生

成#促进炎性因子产生#引起炎性反应#导致内皮细胞损伤*凋

亡#血小板活化#平滑肌细胞增殖#以及
]F

B

聚乙二醇化的低

密度脂蛋白形成的聚集体阻塞血管滋养管#导致血管粥样硬化

及斑块形成#引发脑梗死'

)04

(

)因此炎性因子与动脉血管粥样

硬化*狭窄相关'

50%%

(

#而作为炎性因子的
!-/

及
g"-

也同样

可能参与了血管斑块形成过程'

%#0%'

(

)

!-/

是由
%%&

个氨基酸

组成的蛋白质#属于降钙素前体#当人体的器官*组织发生炎性

反应时#其水平会升高)本研究中#研究组
]F

B

*

!-/

及
g"-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

(1()

%#就佐证了这一点#同时也证

明了脑梗死的动脉血管硬化*狭窄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脑部血流的灌注与脑动脉的斑块大小及狭窄程度密切相

关#因此脑动脉的斑块大小及狭窄程度直接影响脑梗死的病情

严重程度及预后)有研究表明#

]F

B

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形成风险呈正相关'

%)

(

)本研究还发现#预后良好组入院时

]F

B

*

!-/

及
g"-

水平明显低于预后不良组$

!

$

(1()

%#也佐

证了这一点#提示入院时
]F

B

*

!-/

及
g"-

水平与脑梗死预

后相关)此外#脑梗死的预后与发病时脑部血液灌注量紧密相

关#而血液灌注量又与血管斑块大小及狭窄程度相关)从本研

究脑梗死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V>

I

;<?;F

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脑梗死发病时的
]F

B

*

!-/

及
g"-

水平均为脑梗死预后

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水平越高预示着预后越差#这可能与
$

项指标全程参与了导致脑动脉内壁损伤及斑块形成的炎性反

应过程#其水平与脑血管斑块形成大小及血管狭窄呈正相关

有关)

综上所述#

]F

B

*

!-/

及
g"-

水平升高提示脑梗死的发

生#特别是无症状的脑梗死发作初期#对辅助诊断脑梗死有一

定临床意义)此外#脑梗死发病初期的
]F

B

*

!-/

及
g"-

水

平是评估脑梗死预后的较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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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X"

病毒抗体联合检测在鼻咽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陈善昌!彭
!

凌!胡静云!张小娟!龙丽娜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455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抗
X"

病毒核抗原抗体"

+,0O

I

,

#抗体$抗
X"

病毒衣壳抗原抗体"

W-,0O

I

,

#和抗
X"

病毒
?̂G

蛋白
O

I

,

抗体"

?̂G0O

I

,

#单独及联合检测在鼻咽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采用
XVO8,

对病理活检确诊的
#%&

例鼻咽癌患者和

%(4

例体检健康者进行血清
X"

病毒
W-,0O

I

,

$

+,%0O

I

,

和
?̂G0O

I

,

检测!分析单独及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
!

X"

病毒
W-,0O

I

,

$

+,%0O

I

,

和
?̂G0O

I

,

单项检测的灵敏度分别为
2)1((3

$

4%1'43

和
4#1423

&特异度分别为
4#1'%3

$

4&1%%3

和

5'1''3

%联合
X"

病毒
W-,0O

I

,

$

+,%0O

I

,

和
?̂G0O

I

,

抗体检测!

$

项均为阳性时其特异度达到
521##3

%结论
!

联合
$

项
X"

病毒抗体检测可提高早期鼻咽癌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可作为鼻咽癌筛查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贺州市&

!

X"

病毒&

!

抗体&

!

鼻咽癌

!"#

!

%(1$5&5

"

:

1;<<=1%&2$0'%$(1#(%21%'1(#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0'%$(

"

#(%2

#

%'0%5'50(#

!!

鼻咽癌是我国多发的肿瘤#恶性程度较高'

%

(

#其发病与
X"

病毒感染*环境*饮食*遗传因素及种族易感性有关#是头颈部

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2(3

#

4(3

的鼻咽癌确诊患者已进展

至
)

期或
,

期#此时血液或淋巴系统可能存在微病灶#是一个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鼻咽癌早期症状不明显#极易漏诊

或误诊)因此#将
X"

病毒抗体的筛查列为健康体检项目#有

助于早期发现鼻咽癌#同时也为患者争取最佳治疗时机)应用

于鼻咽癌筛查的血清学诊断指标最为普遍的是抗
X"

病毒核

抗原抗体$

+,%0O

I

,

%和抗
X"

病毒壳抗原抗体$

W-,0O

I

,

%)

朱旭等'

$

(采用荧光定量
!-.

技术定量检测鼻咽癌患者外周血

血浆中的
X"

病毒
*+,

$

X"W0*+,

%#结果显示鼻咽癌患者血

浆
X"W0*+,

阳性检出率为
2#3

#表明血浆
X"W0*+,

可以

作为监测鼻咽癌疗效的指标)本研究采用
XVO8,

法联合检测

X"

病毒
W-,0O

I

,

*

+,%0O

I

,

和
X"

病毒
?̂G

蛋白
O

I

,

抗体

$

?̂G0O

I

,

%#应用于鼻咽癌的血清学诊断和筛查#现总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1B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经病理活

检确诊的鼻咽癌患者
#%&

例纳入研究组#其中男
%#4

例#年龄

##

#

2)

岁#女
44

例#年龄
#$

#

2$

岁)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

%(4

例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

例#年龄
##

#

2)

岁#女
'#

例#年

龄
#$

#

2$

岁)

B1C

!

检测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
$

HV

#立即分离血清#放在
a#( `

冰箱保存#检测时于室温融

化)冻存后
%

个月内进行检测)所有操作过程及结果判断严

格按照试剂说明书)

B1D

!

仪器与试剂
!

上海新波
X

I

G?D#$%(

全自动洗板机和美国

";>0/DZ

宝特
XV[4(4

酶标仪)检测试剂为中山生物有限公司

提供的
X"

病毒
+,%0O

I

,

*

W-,0O

I

,

*

?̂G0O

I

,

诊断试剂盒)

B1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88%51(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1()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灵敏度
7

各
X"

病毒

抗体单项检测的阳性例数"研究组样本总例数
d%((3

#特异

度
7

无鼻咽癌史临床样本阴性例数"对照组样本总例数
d

%((3

)

C

!

结
!!

果

C1B

!

各项指标单独检测对鼻咽癌的诊断性能
!

在单项检测

中#以
?̂G0O

I

,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最高#分别为
4#1423

*

5'1''3

#

W-,0O

I

,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分别为
2)1((3

*

4#1'%3

)

+,%0O

I

,

的 灵 敏 度 和 特 异 度 分 别 为
4%1'43

*

4&1%%3

)

#

组研究对象单项检测的判断结果见表
%

)

表
%

!!

各项指标单独检测对鼻咽癌的诊断结果%

0

&

组别
0

W-,0O

I

,

c a

+,%0O

I

,

c a

?̂G0O

I

,

c a

研究组
#%& %&# )' %2& '( %25 $2

对照组
%(4 %5 45 %) 5$ & %(#

C1C

!

各项指标联合检测对鼻咽癌的诊断性能
!

任何两项
X"

病毒抗体联合检测#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度高于单项检测#

$

项

联合检 测#其 灵 敏 度 和 特 异 度 最 高#分 别 为
5&1$(3

和

521##3

)

W-,0O

I

,

与
+,%0O

I

,

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
4&1%%3

*

5$1)#3

&

+,%0O

I

,

与
?̂G0O

I

,

联合检测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441'$3

*

5)1$23

&

W-,0O

I

,

与
?̂G0O

I

,

联合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421)(3

*

5'1''3

)各项指

标联合检测对鼻咽癌的诊断结果见表
#

)

表
#

!!

各项指标联合检测对鼻咽癌的诊断结果%

0

&

组别
0

W-,0O

I

,c+,%0O

I

,

c a

+,%0O

I

,c ?̂G0O

I

,

c a

W-,0O

I

,c ?̂G0O

I

,

c a

?̂G0O

I

,c+,%0O

I

,cW-,0O

I

,

c a

研究组
#%& %4& $( %5% #) %45 #2 #(4 4

对照组
%(4 2 %(% ) %($ & %(# $ %()

D

!

讨
!!

论

鼻咽癌为发生于鼻咽部上皮的一种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

恶性程度#生长较为隐匿#极易在患病早期发生转移#而此病早

期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容易被忽视'

'

(

)鼻咽癌临床分期是影响

其预后的主要因素#鼻咽癌患者血清中
X"

病毒分子水平与肿

瘤的分期和临床进展有明显相关性'

)

(

)

X"

病毒长期潜伏在

鼻咽部上皮细胞内#机体一旦免疫功能下降或发生紊乱#

X"

病

毒就会活化并引起感染#导致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X"

病毒是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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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

疱疹病毒#是鼻咽癌重要的致病因子#参与鼻咽癌多阶

段*多因素发生过程'

&

(

)检测
X"

病毒的相关抗体是诊断及判

断患者病情变化的常见方法)有研究表明#同时检测患者
X,0

O

I

T

*

W-,0O

I

T

*

W-,0O

I

R

和
X"+,0O

I

R'

种抗体#可以比较

全面地反映患者
X"

病毒感染后各个时间段的抗体水平#对于

及时诊断
X"

病毒感染#评估患者既往感染状态有较好的作

用'

2

(

)有研究报道#

W-,0O

I

,

对鼻咽癌的诊断灵敏度明显高

于
X,0O

I

,

和
X,0O

I

R

#但
W-,0O

I

,

的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均

明显低于
X,0O

I

,

和
X,0O

I

R

#检测
X,0O

I

,

和
X,0O

I

R

可弥补

W-,0O

I

,

诊断鼻咽癌的不足#

X"

病毒
?̂G0O

I

R

抗体检测的灵

敏度略低于
W-,0O

I

,

#但特异度较高于
W-,0O

I

,

#联合检测

X"

病毒相关抗体和抗原更有利于鼻咽癌的筛查'

40%%

(

)电子鼻

咽镜检查诊断鼻咽癌的灵敏度为
5'123

#明显高于鼻咽部
-/

$

4%1&3

%及
X"

病毒血清学检查$

2$123

%

'

%#

(

#但是#鼻咽癌检

查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县级及其以下级医院无法开展)

本研究表明#采用
#

项
X"

病毒抗体标志物联合检测的模

式#其灵敏度和特异度优越于单项标志物检测&

$

项
X"

病毒抗

体联合检测的模式大大提高了鼻咽癌诊断的灵敏度$

5&1$(3

%

和特异度$

521##3

%#是鼻咽癌筛查中的最好选择#对鼻咽癌患

者早发现*早诊断及早治疗有一定辅助作用#可提高鼻咽癌患

者生存率)血清学指标检测操作简单#适宜用于各级医疗单

位#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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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苯地平联合硫酸镁对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

患者肾功能及凝血指标的影响"

詹前美%

!胡宏波%

!冯
!

金%

!陈贤华%

!陈
!

坤#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1

检验科&

#1

产科
!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硝苯地平联合硫酸镁对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妊高征#患者肾功能和凝血指标的影响%方法
!

选取妊高

征患者
5(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仅给予硫酸镁治疗!观察组给予硫酸镁联合硝苯地平治疗!

#

组均

连续治疗
#

周%检测并比较治疗前后
#

组血压$

#'C

尿蛋白$

#'C

尿肌酐及凝血指标变化%结果
!

治疗后
#

组收缩压"

8"!

#$舒

张压"

*"!

#$

#'C

尿蛋白和
#'C

尿肌酐相对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且治疗后观察组各指标水平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治疗后
#

组
!/

$

,!//

和
//

较治疗前均有明显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S;K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

$

(1()

#%结论
!

硝苯地平联合硫酸镁可

明显降低妊高征患者血压$

#'C

尿蛋白和
#'C

尿肌酐水平!改善其凝血指标!疗效明显%

关键词#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

!

硫酸镁&

!

硝苯地平&

!

肾功能&

!

凝血

!"#

!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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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简称妊高征#是妊娠期特有的常见疾

病之一#约占孕妇总数的
)3

#常发生于妊娠
#(

周左右或产后

#

周内)妊高征的发病机制多为全身小动脉发生痉挛#其临床

症状除血压异常外#

#'C

尿蛋白和
#'C

尿肌酐水平较健康妊

娠女性明显升高#甚至可能发生凝血#严重影响胎儿血供#危害

母婴安全'

%0$

(

)硫酸镁为临床上治疗妊高征的常用药物#单用

虽疗效好#但不良反应多'

'

(

)本研究以硫酸镁联合硝苯地平治

疗妊高征#旨在探讨联合用药对其血压*肾功能和凝血指标的

影响#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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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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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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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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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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