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的有
+*6

例#

$

3

^

抗
@&

"

0

效价
&

!<

共
9*

例#其中
$

3

^

抗
@&

"

0

效价为
!<

共
*'

例#效价为
+':

共
':

例#效价大于或等于

'(!

共
+*

例#占
+*6

例母婴血型不合的
('5(';

$

9*

"

+*6

%)

B5C

!

孕妇
$

3

^

抗
@&

"

0

效价与
&0\@V][

阳性率的关系
!

\

型孕妇血清
$

3

^

抗
@&

"

0

效价升高#

&0\@V][

的阳性率也升

高(

$

3

^

抗
@&

"

0

效价大于或等于
!<

的孕妇
&0\@V][

阳性率

与
$

3

^

抗
@&

"

0

效价小于
!<

比较#

&0\@V][

阳性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5)(

%(

$

3

^

抗
@&

"

0

效价大于或等于
'(!

的孕妇

&0\@V][

阳性率与
$

3

^

抗
@&

"

0

效价为
!<

比较#

&0\@V][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C

!

讨
!!

论

!!

我国较常见的
V][

为
&0\@V][

#其中最常见的是母亲

为
\

型*胎儿为
&

型或
0

型)第
+

胎即可发病#通常发病较

轻#常见症状为黄疸进行性加重#贫血*肝脾肿大的程度均较

轻#偶见胎儿水肿#多数病例预后较好)

V][

的产前检测方法主要是检查包括母体
&0\

以外血

型系统的抗体筛选*血清中
$

3

^

抗体效价的测定#产后检查新

生儿红细胞
]&A

*游离抗体试验*酸放散试验)本实验即采用

微柱凝胶技术对
\

型孕妇所生的
''9

例黄疸新生儿进行

V][

,三项试验-以及对孕妇进行血清
$

3

^

抗
@&

"

0

效价检测#

分析
&0\@V][

阳性率与
$

3

^

抗
@&

"

0

效价的关系#发现在

V][

三项试验中#阳性率最高的组合为游离抗体试验
k

抗体

释放试验$

+:56<;

%#其次为单独抗体释放试验$

!5!+;

%)同

时发现#

\

型孕妇所生黄疸新生儿#

&0\@V][

占病理性黄疸

新生儿的比例为
<<5:(;

$

!+

"

+*!

%#占母婴血型不合的比例为

<*5::;

$

!+

"

+*6

%)另外孕妇孕晚期
$

3

^

抗
@&

"

0

效价大于或

等于
!<

的比例较高#占
+*6

例母婴血型不合的
('5(';

#与汤

伟娴等&

(

'报道结果类似(孕妇孕晚期血清
$

3

^

抗
@&

"

0

效价越

高#

&0\@V][

的阳性率越大(

$

3

^

抗
@&

"

0

$

!<

时#仍有
&0\@

V][

的发生#可能原因是
$

3

^

亚型)有研究显示#母体血清

中
$

3

+̂

和
$

3

*̂

水平与
&0\@V][

的发病密切相关&

!

'

)

综上所述#随着
\

型孕妇血清
$

3

^

抗
@&

"

0

效价升高#新

生儿发生
&0\@V][

概率越大)孕妇血清
$

3

^

抗
@&

"

0

效价

小于
!<

时#仍有
&0\@V][

发生#可能是
$

3

^

亚型引起)孕

妇血清
$

3

^

抗
@&

"

0

效价大于或等于
'(!

时#新生儿发生
&0\@

V][

的可能性较高)因此#临床医生应根据文献&

*

'#了解孕

妇产前血清
$

3

^

抗
@&

"

0

效价情况#对于
$

3

^

抗
@&

"

0

效价持续

升高或大于或等于
'(!

时#需进行必要的干预#尽可能避免

V][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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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嗜酸性粒细胞)

!

Z2%

参数)

!

过敏性鼻炎)

!

诊断价值

!"#

!

+)5*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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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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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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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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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技术是以低频电流分析细胞体积$

Z

%#高频电磁探针

检测细胞核及核质比特性$

2

%#运用激光扫描细胞#提供细胞

的颗粒信息&

+

'

#其独特的三维技术不仅用于白细胞分类#而且

可以提供多项白细胞
Z2%

相关参数)该参数在多种疾病的辅

助诊断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在细菌感染&

'@*

'

*疟疾诊断&

<

'以及急

性白血病&

(

'等领域的研究报道较多)但在过敏性疾病诊断中

的报道相对较少#况且其应用的参数主要为中性粒细胞*淋巴

细胞*单核细胞的
Z2%

参数#对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的应

用价值鲜有研究)为此#对
:(

例过敏性鼻炎患者在确诊之前

所测血常规结果中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变化进行回顾性分

析#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5A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诊断

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

例$过敏性鼻炎组%#其中男性
<(

例#

平均年龄$

<'7+(

%岁(女性
<)

例#平均年龄$

<)7+*

%岁)另选

取本院同期体检健康者
+))

例$健康对照组%#该组人群无肝肾

及心脑血管疾病#无发热及服药#无糖尿病及感染情况#无过敏

性鼻炎症状#其中男性
(*

例#平均年龄$

<'7+!

%岁(女性
<9

例#平均年龄$

<+7+<

%岁)

A5B

!

仪器与试剂
!

#V9()

血液分析仪及原装配套试剂*校准

品*质控品)严格按照仪器操作程序进行操作)按要求对仪器

进行校准*维护和保养#使仪器处于最佳状态)每日进行室内

质控检测#室内质控结果在控时方进行常规检测)

A5C

!

方法

A5C5A

!

标本采集
!

按规操作采集受试者静脉血
'.#

予含乙

二胺四乙酸二钾$

"]A&@-

'

%的负压管内#颠倒混匀#

',

内完

成检测)

A5C5B

!

研究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

例明

确诊断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在确诊前经
#V9()

血液分析仪所

检测的血常规结果中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即嗜酸性粒细胞

+

(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6

月第
*:

卷第
+9

期
!

$8GX#F/YEJ

!

%E

C

GE./ED')+9

!

ZBI5*:

!

[B5+9



平均体积$

Y"Z

%*嗜酸性粒细胞平均传导$

Y"2

%*嗜酸性粒细

胞平均散射值$

Y"%

%*嗜酸性粒细胞分布宽度$

"]d

%进行回

顾性分析#并与同期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

A5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对各计数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以
37>

表示(各组间
Z2%

参数比较采用
#%]@7

检验#

!

$

)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

两组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结果分布情况#见表
+

)

表
+

!!

两组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结果分布情况#

37>

$

组别
- Y"Z Y"2 Y"% "]d

健康对照组
+)) +('5:!7:5() +<95)<7++56) +6<5)+795!) +(5)'7+5<)

过敏性鼻炎组
:( +!'56+7+)5+)

"

+<95)+7+'5+) +:<5)<7!5<)

"

'*5)'7'5'+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5)(

)

C

!

讨
!!

论

!!

过敏性鼻炎近年来发病状况呈上升趋势#在我国中心城市

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为
:59;

"

'<5+;

#因此该病的诊断*治

疗与护理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6

'

)目前#对该病的

诊断除临床症状外#还包括变应性激发试验和血清特异性
$

3

"

检测)但此两项指标皆有不足之处#其中变应性激发试验结果

受诸多因素影响#准确性和特异性难以保证#临床应用不多)

血清特异性
$

3

"

检测需要特殊设备#费用高*耗时长#临床应用

亦受限)

由于过敏性鼻炎是
$

3

"

介导的
$

型变态反应#亦称超敏反

应#其基本病理改变为致敏原刺激机体产生炎性介质后引起毛

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增高*腺体分泌增加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等#其中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在其发病过程中作用尤为重要)嗜

酸性粒细胞是过敏性鼻炎患者黏膜和外周血中最主要的炎性

细胞之一&

+)

'

)在
$

3

"

依赖和非
$

3

"

依赖的疾病中均可见到嗜

酸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通过释放细胞因子和毒性产物#导

致气道炎症级联反应的同时引起气道高反应性#对呼吸道炎症

疾病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

'

)故而过敏性鼻炎患者外周

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已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有报道称
*:59;

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

+'

'

)从此报道数

据来看#过敏性鼻炎患者中有
!+5*;

的患者嗜酸性粒细胞不

升高)所以过于依赖嗜酸细胞计数#有失偏颇)

从表
+

中可见#过敏性鼻炎组其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

中
Y"Z

*

"]d

相对于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5)(

%(

Y"%

相对于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5)(

%)这是因为过敏性鼻炎时的炎症因子刺激

嗜酸性粒细胞增殖#嗜酸性粒细胞增殖过程中#细胞体积*胞浆

和胞浆颗粒等都有着特异性变化#其
Z2%

参数也发生了相应

变化&

+*@+<

'

)说明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变化可以敏感地反映

过敏性鼻炎患者的嗜酸性粒细胞形态学变化#比嗜酸性粒细胞

计数更具特异性)

综上所述#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变化对过敏性鼻炎诊

断具有一定价值#临床一线检验人员在实践工作中#遇到症状

相似患者#应注意其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的变化(临床医师

在诊断过敏性鼻炎时#应参考其嗜酸性粒细胞
Z2%

参数的变

化特点#以不断丰富诊断指标#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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