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在
ZXS

发病环节中#各种致病因素导致肾脏组

织中
2Z9)

的破坏#继而引起尿蛋白的出现&经过统计相关分

析#

2Z9)

与目前临床用于评估
ZXS

肾炎病情活动的指标免

疫球蛋白
R

O

)

*补体
;(

*

ZXS*=R

评分呈不同程度的负相关或

正相关#

2Z9)

可能在
ZXS

肾炎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2Z9)

水平增高提示疾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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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与短篇!

儿童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损害
"

例

陈
!

莹

"开封市儿童医院检验科!河南开封
ED%&&&

%

!!

关键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

中枢神经系统$

!

并发症

!"#

!

"&$(@'@

"

F

$-GGH$"'D(1E"(&$#&"D$"?$&'&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1E"(&

"

#&"D

%

"?1#'%#1&(

!!

嗜酸性粒细胞$

SW

%增多症是一组原因不明#以成熟的
SW

持续增高为主#伴一个或多个器官细胞受累及功能不良的综合

征)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疾病#是由于血液
SW

的数量增多的

情况下造成的'

"

(

)临床上
SW

增多可见于多种疾病#以寄生虫

感染和变态反应病毒最为常见#至今国内少见以核酸突变!

.$

'E'

至
.$'ED

缺失
;!

引起
SW

增多致神经系统损害的报道)

笔者报道
"

例
?

岁男孩#核酸突变!

.$'E'

至
.$'ED

缺失
;!

)

磁共振血管成像$

+<=

%右侧大脑前动脉
="

段略粗&磁共振

脑静脉窦$

+<̀

%右侧颈内静脉显示欠清)头颅核磁共振

$

+<R

%示!双侧额顶叶交界处*右额叶*右枕叶及双侧丘脑异常

信号)考虑与
SW

增多致神经系统损害所致)

A

!

临床资料

!!

患儿#男#

?

岁#以-发热*咳嗽
%N

#头痛
(L

#抽搐
E&I-H

.

为主诉入院)

%N

前#患儿无诱因出现发热#体温最高
(?$&d

#

热型不规则#见阵发性咳嗽#白黏痰#量中等#伴闷喘#无呕吐*

面青*抽搐*腹泻等#就诊于当地诊所#给予庆大霉素等药物治

疗#具体用药及用量不详#近
(N

体温正常#咳嗽*闷喘稍减轻&

(L

前患儿诉头痛#颞侧为主#具体性质描述不清#期间呕吐
#

次#为非喷射性#呕吐物为胃内容物#量中等#在家自服安乃近#

并就诊于当地诊所#给予肌注药物治疗#具体用药不详#无明显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HK_X5>+8N

!

Z8

4

K8I>8J#&"D

!

/̀0$(?

!

]/$"?



缓解&

E&I-H

前患儿出现抽搐#表现为双眼凝视*头部歪斜*双

上肢抖动*意识丧失#四肢肌张力低#家长为求进一步诊治急来

本院)发病以来#患儿精神差#饮食减少#大小便未见异常)

"

年前患儿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确诊为
SW

增多

症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损害)

查体!体温
('$&d

#血压$

:9

%

"&E

"

DDII 2

O

#嗜睡状#全

身散在皮肤色素缺失*沉着#以颈胸前*腋下*腹股沟*臀沟*双

手*双足为著#双手*足面可见红色丘疹#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无

肿大#面色尚正常#口唇无发绀#巩膜无黄染#双眼睑无水肿#双

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
#$%II

#对光反射迟钝)咽充血#口腔

黏膜粗糙#双扁桃腺无肿大)颈软#无抵抗)呼吸
##

次"分#尚

规则#双肺呼吸音粗糙*对称#可闻及痰鸣音*湿音及喘鸣音)

心率
@D

次"分#律齐#心音稍钝#心前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

膨隆*软#无压痛#肝*脾肋下未触及)肠鸣音正常)四肢肌力*

肌张力均正常#末梢尚暖#无发绀#

;<!

!

#G

)腹壁反射*提睾

反射*膝腱反射均存在#双巴氏征阳性#克氏征*布氏征均阴性)

辅助检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

年
"&

月
"@

日基因检测提示核酸突变$

.$'E'

至
.$'ED

缺失
;!

%)

"&

!

(&5I

#

+<=

示右侧大脑前动脉
="

段略粗&

+<̀

右侧颈

内静脉显示欠清)

""$"&5I

#头颅
+<R

示双侧额顶叶交界处*

右额叶*右枕叶及双侧丘脑异常信号)血常规!血红蛋白$

2>

%

""%

O

"

X

#红细胞计数$

<:;

%

($%@["&

"#

"

X

#白细胞计数$

b:;

%

'$%E["&

@

"

X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

%

D($&B

#淋巴细胞百分

比$

X

%

@$@&B

#血小板计数$

9X!

%

#&?["&

@

"

X

#

SW&$'%[

"&

@

"

X

#

;

反应蛋白$

;<9

%

E$@#I

O

"

X

)血液细胞形态分析!镜

下可见
SW?B

#成熟粒细胞质中颗粒增粗#有感染表现&成熟

红细胞大致正常#血小板散在可见)肝功能示!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X!

%

@\

"

X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Z!

%

(%\

"

X

#总

胆红素$

!:

%

'"$D

%

I/0

"

X

#直接胆红素$

*:

%

("$%

%

I/0

"

X

#间接

胆红素$

R:

%

"$@

%

I/0

"

X

#总蛋白$

!9

%

'"$D

O

"

X

#清蛋白$

=X:

%

("$%

O

"

X

)肾功能*心肌酶*补体*凝血功能*血氨*降钙素原大

致正常#免疫球蛋白示
R

O

)"D$&E

O

"

X

#

R

O

=($&'

O

"

X

#

R

O

+

&$(@

O

"

X

#

R

O

S

$

(#&&\

"

IX

)电解质示!

]5

C

"(%II/0

"

X

#

a

C

E$##II/0

"

X

#

;5

#C

"$"'II/0

"

X

#

;0

V

@"II/0

"

X

)肺炎

支原体阳性#结核抗体阴性)

治疗后#患儿精神好转#反应一般#无呕吐*头痛*抽搐等#

体温最高
(D$Ed

#见阵发性咳嗽#白黏痰#量中等#吸痰耐受#

闷喘较前减轻#饮食一般#心电监护下呼吸*心率*血压*血氧饱

和度波动在正常范围内#全身散在皮肤色素缺失*沉着#以颈胸

前*腋下*腹股沟*臀沟*双手*双足为著#双手*足面可见红色丘

疹#鼻导管吸氧下面色尚正常#口唇无发绀#巩膜无黄染#双眼

睑无水肿#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
#$%II

#对光反射灵敏&颈

软#无抵抗#呼吸
#&

次"分#规则#双肺呼吸音粗糙*对称#可闻

及痰鸣音*湿音及少许喘鸣音#右肺呼吸音稍低&心率
"&&

次"分#律齐#心音稍钝#心前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膨隆*软#

无压痛#肝*脾肋下未触及&肠鸣音正常&双巴氏征阳性#克氏

征*布氏征均阴性)头颅
+<R

示!$

"

%左侧脑室颞角旁及左顶

叶可见片状信号异常影#呈等
!"

*长
!#

信号#

,X=R<

高信号#

*bR

高信号&$

#

%双侧上颌窦炎及筛窦炎)肺部
;!

示!双侧胸

廓对称#肺野透亮度欠佳#双侧肺纹理增多*紊乱*模糊#右肺上

叶近心影处可见一条索状软组织密度影#边缘光整#其前端似

与上腔静脉相连#后端连接位置显示不清)提示双肺支气管

炎#右上肺条索状异常密度影)胸片示!两肺纹理增多#模糊#

可见点片影#心膈未见异常)腹部超声示!肝脏肋下探及
"?

II

#剑突下探及
'EII

#肝内实质回声均匀#肝角锐利)脾脏

厚约
(#II

#实质回声均匀#肋下未及)

B

!

讨
!!

论

!!

健康者外周血
SW

为白细胞总数的
&B

#

EB

#其绝对值为

$

&$&%

#

&$E%

%

["&

@

"

X

)如分类超过
EB

或绝对值超过
&$E%[

"&

@

"

X

#称为
SW

增多症)临床上
SW

增多可见于多种疾病#可

统称为
SW

增多综合征'

#

(

)本症的病因以寄生虫感染'

(

(和变

态反应性疾病'

E

(最为常见)此外#还见于青霉素等药物过敏#

剥脱性皮炎等皮肤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与血液病#肺浸

润#嗜酸性淋巴肉芽肿'

%

(

#类风湿等结缔组织病和特发性高

SW

综合征'

'

(

)其发病机制大多数病例与免疫复合物有关#淋

巴细胞能产生
SW

刺激促进物及补体分解物#并通过
R

O

S

作用

促使肥大细胞释放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如组胺等%)后者促使

SW

由骨髓中生成及释放#并使机体发生变态反应'

D

(

)

至今国内少见以核酸突变
.$'E'

至
.$'ED

缺失
;!

引起

SW

增多致神经系统损害的报道#本例患儿既往皮肤反复出现

皮疹#多次查
SW

升高#因反复抽搐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 #

#&"%

年
"&

月
"@

日#基因检测!核酸突变#

.$

'E'

至
.$'ED

缺失
;!

)

+<=

右侧大脑前动脉
="

段略粗&

+<̀

右侧颈内静脉显示欠清)头颅
+<R

示!双侧额顶叶交界

处*右额叶*右枕叶及双侧丘脑异常信号)血常规!

2>""%

O

"

X

#

<:;($%@["&

"#

"

X

#

b:;'$%E["&

@

"

X

#

] D($&B

#

X

@$@&B

#

9X!#&?["&

@

"

X

#

SW&$'%["&

@

"

X

#

;<9E$@#I

O

"

X

)

血液细胞形态分析!镜下可见
SW?B

#成熟粒细胞质中颗粒增

粗#有感染表现&成熟红细胞大致正常#血小板散在可见)综合

以上结果#考虑核酸突变#

.$'E'

至
.$'ED

缺失
;!

引起嗜酸细

胞增多致神经系统损害)国内相关病例报道#

SW

合并中枢神

经系统损害#随时会出现高热*频繁抽搐*深昏迷*感染性休克#

有合并神经源性肺水肿*肺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危险&随时

有心跳呼吸停止*死亡的危险)如频繁抽搐#恢复期有遗留不

同神经系统后遗症可能'

?

(

)该患儿既往有哮喘病史#且
SW

增

多#本次发病咳嗽*闷喘#肺部可闻及痰鸣音*湿音*喘鸣音#

疑似
SW

肺侵润#与国内报道的相关
SW

增多浸润肺部病例

相似'

@

(

)

总之#

SW

增多症是一组原因不明#以成熟的
SW

持续增高

为主#伴一个或多个器官细胞受累及功能不良的综合征)因其

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初诊时常难以确诊#临床医生应谨慎对待

SW

增多所致的多系统并发症#在遇到无法解释的
SW

增多症

时应多考虑鉴别诊断#首先排除继发性病因尤为重要#在诊断

SW

增多症时#应考虑核酸染色体等因素)近年来在认识核酸

染色体的发病机制方面有明显进步#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学

其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是较为重要的检查之一#通过分子生物

学和细胞遗传学等相关检查综合分析#可对其有较为精确的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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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与短篇!

添加
%U1

磷酸吡哆醛天门冬酸氨基转移酶试剂的参考范围验证

高雨红

"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
#&&#("

%

!!

关键词"

%U1

磷酸吡哆醛$

!

天门冬酸氨基转移酶$

!

参考范围验证

!"#

!

"&$(@'@

"

F

$-GGH$"'D(1E"(&$#&"D$"?$&'"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1E"(&

"

#&"D

%

"?1#'%E1&#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Z!

%是检测及监测肝损及心功能

的直观指标'

"

(

#但因危重肝病患者体内可能缺少
%U1

磷酸吡哆醛

去激活转氨酶#因此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在
#&&D

年推荐使用含

有
%U1

磷酸吡哆醛的
=Z!

试剂)但这方面国内试剂始终处于空

白#目前一些进口品牌试剂则是提供添加及不添加
%U1

磷酸吡哆

醛两种#这两种试剂使用的参考范围并未做出区分'

#1(

(

)而本院

在病例实验中发现#使用添加
%U1

磷酸吡哆醛的
=Z!

试剂所测

得的结果要高于没有添加的试剂)因此#本院决定对添加
%U1

磷

酸吡哆醛
=Z!

的试剂进行参考范围重建)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根据
#&&?;XRZ;#?1=(

文件的要求选取健

康人群作为实验对象)分析初选对象的生化指标*乙型肝炎表

面抗原$

2:G=

O

%及
:

超检测#排除高血脂*肝肾疾病*高血糖*

心脏疾病等)由于
=Z!

的活力受性别影响#因此本院在体检

人群中选取男
"D'

例*女
"EE

例)由于
;#?1=(

文件要求最小

统计数为
"#&

例#因此剩余标本作为剔除数据后的补充值)考

虑本院收治病患的年龄段集中#主要对性别进行分类#本实验

不再对年龄进行分类)

A$B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L8

公司的
+/N705J91?&&

&试剂

为
</.L8

公司的添加
%U1

磷酸吡哆醛
=Z!

试剂)使用
</.L8

公司提供的配套
.$M$5$G

校准品#以及英国朗道公司生产的质

控品水平
"

和水平
#

#对实验的准确性进行控制)

A$C

!

方法
!

试验前#设备由原厂工程师进行维护保养与校正#

并对添加
%U1

磷酸吡哆醛的试剂进行校准及性能验证#确认该

试剂可进行实验'

E1%

(

)每日进行实验前测试朗道质控#实验结

束后再测试质控#并将质控结果记录在质控表内留存)样本采

用新鲜血样#抽血后
#L

内完成
(&&&J

"

I-H

离心
"&I-H

#将分

离后的血清进行测定#每个样本测定
"

次#如果当日无法测定#

则应将血清冷藏在
#

#

?d

保存)

A$D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采集数据分为男女两组#根据
*-Q/H

法则即
"

"

(

规则进行离群数据筛选'

'

(

)筛选方法!先将小组内

所有数据从小至大排列#过滤出疑似离群数据)将疑似离群值

与其相邻值的差值
*

和整个小组内数据全距
<

相除#若
*

"

<

$

"

"

(

则视该数据为离群值)通过这一方法将所有数据按组

剔除离群值#保证每个小组在进行参考范围重建统计前#有

"#&

例数据$为方便统计本次实验选取计算标本
"#&

例%可供

计算#如出现数据不足的情况#则重新按上述方法补充'

D1?

(

)将

组内数据进行编号#计算每个数值的出现频度#将数据频度由

高到低进行排列#整理汇总后以柱状图表示)

B

!

结
!!

果

!!

根据
#&&?;XRZ;#?1=(

文件的要求#以
*-Q/H

法则即
"

"

(

规则进行对所有数据进行离群值筛选后#确定所有数据均符合

"

"

(

法则#所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均可纳入统计计算)根据
;#?1

=(

文件的要求#最小用于统计的数据量为
"#&

例#因此当总数

据
/ "̂#&

例时#若采用参考分布中间
@%B:$

的分布范围)见

表
"

)

表
"

!!

参考范围实验结论

性别
/

F

@%B:$ !

男
"#& #? "&$#

#

EE$@

#

&$&%

女
"#& #( D$E

#

(?$@

C

!

讨
!!

论

!!

据上述实验#由于试剂中添加
%U1

磷酸吡哆醛激活血清内

=Z!

#所得参考范围较无添加的试剂更高#符合相关文献'

D

(

)

添加
%U1

磷酸吡哆醛试剂虽与无添加试剂相关性较好#但存在

"%B

#

#&B

的正向偏倚)如未新建参考范围#易造成错误阳性

报告)尤其女性
=Z!

频度分布#在
("

#

EE\

"

X

范围内比例

为
##$%B

)

试验过程中#日内及日间质控数据均符合本实验室质控控

制要求#然因
%U1

磷酸吡哆醛成分不稳定#添加后需要及时测

定#因此与未添加的试剂相比日间精密度
:X

略高#与相关文

献符合'

@

(

)有文献实验说明#不同地区
=Z!

存在差异#如需验

证地区性差异则应扩大样本量#并且根据需要重设置信区间)

由表
"

可见#不同性别被试
=Z!

的测定值差别较为明显#

+

E%'#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HK_X5>+8N

!

Z8

4

K8I>8J#&"D

!

/̀0$(?

!

]/$"?


	国检18（终） 156.pdf
	国检18（终） 157.pdf
	国检18（终） 15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