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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小明#刘平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化学发光定量检测

方法的建立)

R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

$

5

&!

-<%$-<?+

)

',

*李晓茹#方萍
+

乙肝病毒血清学检验采用化学发光法和酶

联免疫法的效果比照观察)

R

*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

#

'-

$

'

&!

'%?+

)

''

*王新莉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与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

乙型肝炎
-

项血清标志物的对比分析)

R

*

+

国际检验医学

杂志#

(,'5

#

)%

$

5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临床研究!

妊娠晚期血清
O6@

#

[&

#

e&

8

及
\$\

水平检测对产后出血的预测价值

石国素

"河北省邢台市第三医院产一科!河北邢台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妊娠晚期血小板计数"

O6@

%'血红蛋白"

[&

%'纤维蛋白原"

e&

8

%以及
\$

二聚体"

\$\

%对产后出血的预测

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5

年
'

月收治的产妇
)?<

例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发生产后出血分为正常组

和产后出血组!根据临床资料分别统计对比两组
O6@

'

[&

'

e&

8

及
\$\

水平!分析以上指标对产后出血的预测价值&结果
!

正常

组产妇
O6@

为"

(,'+%?b),+''

%

X',

<

#

6

!

[&

为"

',<+)'b',+%5

%

8

#

6

!

e&

8

为"

*+%-b,+<(

%

8

#

6

!

\$\

为"

'+*'b,+%(

%

8

#

6

$产后出

血组产妇
O6@

为"

'<,+<(b((+?*

%

X',

<

#

6

!

[&

为"

'',+'(b''+<'

%

8

#

6

!

e&

8

为"

*+)'b,+?)

%

8

#

6

!

\$\

为"

'+%?b,+5*

%

8

#

6

&两

组产妇
O6@

'

e&

8

及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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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O6@

'

e&

8

及
\$\

与产后出血有关"

!

%

,+,-

%&结论
!

妊娠晚期
O6@

'

e&

8

及
\$\

可作为产妇产后出血的预测指标!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血小板$

!

血红蛋白$

!

纤维蛋白原$

!

\$

二聚体$

!

产后出血

!"#

!

',+)<5<

"

=

+/33>+'5%)$*'),+(,'%+(,+,)<

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5%)$*'),

"

(,'%

%

(,$(<,,$,(

!!

产后出血的主要临床症状为阴道流血过多#即产后
(*G

内流血量超过
-,,.6

#根据出血原因的不同#产妇的临床表现

也不同'产后出血的病因主要包括宫缩乏力(软产道裂伤(胎

盘因素及凝血功能障碍等'宫缩乏力是指胎儿娩出后胎盘自

宫壁剥离及排出#母体宫壁血窦开放致出血%软产道出血也是

引起产后出血的一个重要因素#子宫收缩力过强#产程过快#胎

儿过大#一般会导致在胎儿没有娩出时宫颈和阴道已出现裂

伤)

'$(

*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最近几年产妇产后出血的发生率

有显著升高趋势#严重危及产妇的健康及生命安全'因此#做

好产后出血的预防是十分重要的)

)$*

*

'相关文献报道#产妇妊

娠晚期血小板计数$

O6@

&(血红蛋白$

[&

&(纤维蛋白原$

e&

8

&

及
\$

二聚体$

\$\

&等指标水平对产后出血具有预测作用#为了

验证这一理论#本研究选取部分产妇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研

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5

年
'

月本院产科收

治的
)?<

例产妇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产后是否发生

出血分为正常组和产后出血组'产后出血的诊断标准!新生儿

分娩
(*G

内#产妇出血量超过
-,,.6

#其中产后出血组有
(-

例产妇#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为$

(%+*b(+-

&岁#大学文化

程度者
',

例#高中文化程度者
'(

例#小学文化程度者
)

例%正

常组有
)5*

例产妇#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为$

(%+?b(+*

&

岁#大学文化程度者
'),

例#高中文化程度者
'?,

例#小学文化

程度者
-*

例'排除所有入选研究对象合并有严重的高血压(

糖尿病等#两组产妇的年龄等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

!

$

,+,-

&#具有可比性'

A+B

!

方法
!

所有入选的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
)+-.6

静脉血#采用
'f<

的比例与枸橼酸钠混合后置于真空采血管

内#然后采用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及相应试剂定量检测血清

O6@

(

[&

(

e&

8

及
\$\

水平'

A+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WOWW''+-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

检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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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O6@

(

[&

(

e&

8

及
\$\

水平对产

后出血的预测价值#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产后出血组与正常组产妇
O6@

(

[&

(

e&

8

及
\$\

水平比

较
!

产后出血组产妇妊娠晚期的
O6@

和
e&

8

水平明显低于正

常组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产后出血组产妇的

\$\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产妇的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产后出血组与正常组产妇
O6@

#

[&

#

e&

8

及

!!!

\$\

等指标水平比较$

4bB

%

组别
%

O6@

$

X',

<

"

6

&

[&

$

8

"

6

&

e&

8

$

8

"

6

&

\$\

$

8

"

6

&

正常组
)5* (,'+%?b),+'' ',<+)'b',+%5 *+%-b,+<( '+*'b,+%(

产后出血组
(- '<,+<(b((+?* '',+'(b''+<' *+)'b,+?) '+%?b,+5*

; -+5?) '+,?* 5+)'? %+('<

!

%

,+,-

$

,+,-

%

,+,-

%

,+,-

B+B

!

O6@

(

e&

8

及
\$\

与产后出血的相关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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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

O6@

(

e&

8

及
\$\

与产后出血有关$

!

%

,+,-

&#见表
(

'

表
(

!!

O6@

#

e&

8

及
\$\

与产后出血

!!!

相关性分析结果$

%a(-

%

相关因素
'

:0

!

(

!

e&

8

V,+5-* (+,') 5+<?-

%

,+,-

O6@ V,+<?- (+)-5 <+?%(

%

,+,-

\$\ V,+?%( '+<<) -+%5<

%

,+,-

C

!

讨
!!

论

!!

产妇在分娩前后#内分泌系统(心脏功能(血液系统及呼吸

系统均会产生比较大的变化)

-

*

'胎儿的营养及氧气主要来源

于母体的血液供应#临近分娩期胎儿的需氧量和营养需求增

加#母体此时的血容量也达到最高峰#当产妇分娩后由于机体

各项机能的改变#打破了凝血功能原有的稳定#出现凝血和抗

凝紊乱现象#容易发生产后出血)

5

*

'产后出血会严重威胁产妇

的健康#如果不及时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会造成产妇死亡#近

年来#因为产后大出血而死亡的产妇比例有增高趋势#给家庭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R64&J"B

!

:9#7&"E(,'%

!

S7!+)?

!

17+(,



带来了巨大痛苦#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因此在临床上需要做好

产后出血的预测评估#最大限度地保障产妇分娩过程的安

全)

%

*

'

O6@

(

[&

(

e&

8

及
\$\

作为机体凝血功能的主要临床指

标#对产后出血具有重要的诊断意义)

?

*

'

O6@

是具有稳定结

构和生化功能的细胞#由于细胞膜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和糖蛋

白#能够吸引与凝血相关的因子#受到刺激后会再次激活血小

板#促进血管收缩#增强凝血功能)

<

*

'

[&

是负责运载氧气的

蛋白#其水平在一定的环境下会随着氧气浓度的变化而变

化)

',

*

'

e&

8

是主要的血液凝固因子#与凝血酶的活性相关#在

凝血的最后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可通过测定
e&

8

水平了解机

体的凝血功能状态)

''

*

'

\$\

是一种特异性纤体蛋白溶解的分

子标记物#能够反映机体的纤维蛋白溶解功能)

'(

*

'为了降低

产妇产后出血的发生率#通过统计发生产后出血产妇和正常分

娩产妇的凝血相关指标#分析妊娠晚期
O6@

(

[&

(

e&

8

及
\$\

等对产后出血的预测价值)

')

*

'根据研究数据显示#正常组产

妇的
O6@

)$

(,'+%?b),+''

&

X',

<

"

6

*明显高于产后出血组产

妇的)$

'<,+<(b((+?*

&

X',

<

"

6

*#

e&

8

)$

*+%-b,+<(

&

8

"

6

*明

显高于产后出血组产妇的$

*+)'b,+?)

&

8

"

6

#

\$\

)$

'+*'b

,+%(

&

8

"

6

*明显低于产后出血组的$

'+%?b,+5*

&

8

"

6

#两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正常组产妇的
[&

)$

',<+)'b

',+%5

&

8

"

6

*与产后出血组
[&

)$

'',+'(b''+<'

&

8

"

6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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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O6@

(

e&

8

及
\$\

与产后出血有关$

!

%

,+,-

&#表明妊娠晚期

O6@

(

e&

8

及
\$\

可作为产妇产后出血的预测指标#具有一定

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在产后出血预防中推广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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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恩替卡韦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生化指标和超声影像学指标的影响

肖
!

珲!郑晓玮!徐
!

健

"合肥市传染病院感染病科!安徽合肥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恩替卡韦治疗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生化指标及超声影像学指标的影响&方法
!

选取符合要求的
?,

例

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依据随机数据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加拉米夫定治疗!观

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恩替卡韦治疗!连续治疗
(

年!比较治疗前及治疗
*?

周'

<5

周患者的肝功能'纤维化
*

项指标'血

小板参数及超声影像学相关指标&结果
!

治疗后两组的
26@

'

@HQ6

'

+

;

'

[2

'

O

*

O

和
61

水平较同组治疗前均显著降低!

26H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5

周观察组的
26@

'

@HQ6

'

+

;

'

[2

'

O

*

O

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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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肝硬化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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