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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hDF'̂DA4

'

'E(YV?CgX

'

57=0*E=8LB/$

R=6<K0=8.=9BQ567=7B/96/Q4B00B=.66

M

9L8/.5

!

B.=

O

B9

O

QB9L$

B9

O

6

(

X

)

*XE=8LB/R=6<E/.

P

K73/./

O

8

'

"-!&

'

H

$

,

%!

I--$I-H*

(

!-

)

%V1DY 2

'

?Y?V^

'

4AF\3

'

57=0*'

P

5<78K./Q50=67B9

65

S

K59<5R=8B=976=9L<=8LB/R=6<K08

P

N59/7

MP

56B9I@

P

=$

7B5976UB7N 4B00B=.6$;5K8596

M

9L8/.5

(

X

)

*A. X 25L

\5957A

'

"-!&

'

!,!

$

&

%!

#"H$#&&*

(

!!

)

JA2YÊ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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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唐靖'白克吐尔#阿布力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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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青光眼患者血清与房水
D1$&I

*

D1$,

水平的变化及意义(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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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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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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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炎症性青光眼患者血清与房水
D1$&I

'

D1$,

水平的变化及意义

唐
"

靖!白克吐尔+阿布力米提

"新疆克孜勒苏自治州人民医院眼科!新疆阿图什
+I#&#-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血清和房水白细胞介素
$&I

"

D1$&I

%(白细胞介素
$,

"

D1$,

%在炎症性青光眼中的表达及临

床意义&方法
"

选择新疆克孜勒苏自治州人民医院收治的炎症性青光眼患者
,-

例"

,-

眼%为观察组!另选该院

同期收治的老年性白内障患者
,-

例"

,-

眼%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V1D'A

%检测两组血清和房水中

的
D1$&I

(

D1$,

水平!同时探讨观察组患者房水
D1$&I

(

D1$,

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

观察组血清
D1$&I

水平为

"

"&*-!d&*"I

%

9

O

'

1

!对照组血清
D1$&I

水平为"

""*H&d&*!+

%

9

O

'

1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

观察组血清
D1$,

水平为"

!H*HId"*,H

%

9

O

'

1

!对照组血清
D1$,

水平为"

!H*,+d"*#"

%

9

O

'

1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F

%

-*-#

%&观察组房水
D1$&I

水平为"

!"&*I!d#*+!

%

9

O

'

1

!明显高于对照组房水
D1$&I

水平

"

II*-"dI*!H

%

9

O

'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观察组房水
D1$,

水平为"

,+*@"dI*-&

%

9

O

'

1

!明显高于对

照组房水
D1$,

水平"

&H*&+d&*#,

%

9

O

'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观察组房水
D1$&I

与
D1$,

呈正相关

"

=e-*HI+

!

F

$

-*-#

%&结论
"

房水
D1$&I

(

D1$,

水平在炎症性青光眼患者中存在明显高表达!并两者呈正相关!

可用于炎症性青光眼患者病情诊断及临床用药效果评价&

关键词#白细胞介素
$&I

$

"

白细胞介素
$,

$

"

炎症性青光眼$

"

老年性白内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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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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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称为炎症相关性青光眼(

!

)

&目前越来越多的

研究结果表明(

"

)

'此病是一种由于炎性反应和自身免

疫反应而诱发的常见的眼部疾病&而在炎症和免疫

反应过程中'细胞因子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白

细胞介素
$&I

$

D1$&I

%属于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重要的

细胞因子'能够促进人体破骨细胞发生分化'同时可

以促进人体全血细胞释放白细胞介素
$,

$

D1$,

%等炎症

因子(

&$I

)

&本研究旨在检测炎症性青光眼患者血清与

房水
D1$&I

*

D1$,

水平'初步分析
D1$&I

*

D1$,

异常分泌

对炎症性青光眼的影响&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H

年
I

月新

疆克孜勒苏自治州人民医院收治的炎症性青光眼患

者
,-

例$

,-

眼%为观察组'其中男
&&

例$

&&

眼%'女
"H

例$

"H

眼%'年龄
I,

&

,@

岁'平均$

#@*Hd!*#

%岁+原发

疾病类型!虹膜睫状体炎
"+

例*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

征
"H

例*

CK<N6

综合征
I

例+排除并发新生血管性青

光眼*糖尿病及其他眼部疾患等疾病者&另选本院同

期收治的老年性白内障患者
,-

例$

,-

眼%为对照组'

其中男
&"

例$

&"

眼%'女
"+

例$

"+

眼%'年龄
IH

&

H"

岁'平均$

,-*Id"*H

%岁+排除存在眼部手术史者*患

有糖尿病者与其他眼部疾患者&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

E*F

"

方法

E*F*E

"

标本采集
"

血清标本的采集!入院第
"

日抽

取受试对象的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1

'离心'收集血

清'冷藏'备用&房水标本的采集!入院第
"

日在无菌

条件下对所有试验对象手术眼在行滤过手术时'用带

有
"#

号针头注射器在角膜缘内
!..

行前房穿刺'不

触及眼内组织'获得房水
-*!.1

'房水标本立即移至

-*#.1

无菌
V

PP

59L/Q

管内行化验检查&

E*F*F

"

测定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V1D'A

%检

测两组血清和房水中的
D1$&I

*

D1$,

水平'相关试剂盒

均购自上海润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步骤严格按

照说明书操作&

E*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JdD

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

?5=86/9

相关分析'

F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结
""

果

F*E

"

两组血清及房水
D1$&I

*

D1$,

水平比较
"

观察组

血清
D1$&I

水平为$

"&*-!d&*"I

%

9

O

"

1

'对照组血清

D1$&I

水平为$

""*H&d&*!+

%

9

O

"

1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F

%

-*-#

%+观察组血清
D1$,

水平为

$

!H*HId"*,H

%

9

O

"

1

'对 照 组 血 清
D1$,

水 平 为

$

!H*,+d"*#"

%

9

O

"

1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F

%

-*-#

%&观察组房水
D1$&I

水平为$

!"&*I!d

#*+!

%

9

O

"

1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房 水
D1$&I

水 平

$

II*-"dI*!H

%

9

O

"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观察组房水
D1$,

水平为$

,+*@"dI*-&

%

9

O

"

1

'明显高

于对照组房水
D1$,

水平$

&H*&+d&*#,

%

9

O

"

1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F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清及房水
D1$&I

'

D1$,

水平比较$

JdD

"

9

O

%

1

&

组别
%

血清

D1$&I D1$,

房水

D1$&I D1$,

对照组
,- ""*H&d&*!+!H*,+d"*#" II*-"dI*!H&H*&+d&*#,

观察组
,- "&*-!d&*"I!H*HId"*,H !"&*I!d#*+!,+*@"dI*-&

: !*&," !*#-H @*--I +*H&#

F

%

-*-#

%

-*-#

$

-*-#

$

-*-#

F*F

"

相关性分析
"

观察组房水
D1$&I

与
D1$,

呈正相

关$

=e-*HI+

'

F

$

-*-#

%'见图
!

&

图
!

""

观察组房水
D1$&I

与
D1$,

相关性分析

G

"

讨
""

论

""

炎症性青光眼患者的原发疾病主要有虹膜睫状

体炎*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

CK<N6

综合征等(

#

)

&其

中'虹膜睫状体炎属于一种比较典型的葡萄膜炎+而

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主要是以非肉芽肿性睫状体

炎为主要特征'并常常伴发明显的眼压升高&

CK<N6

综合征'又称
CK<N6

虹膜异色性葡萄膜炎'是一种以

虹膜脱色素为特征的慢性非肉芽肿性葡萄膜炎&虹

膜睫状体炎又称前葡萄膜炎'为虹膜炎和睫状体炎的

总称'是葡萄膜炎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H

)

&对于上

述原发疾病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否则一旦患上炎症性

青光眼则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精神及经济负担&青

光眼是受多种基因的相互作用及环境因素影响的疾

病'炎症可能参与青光眼发病机制'许多研究已证实

3FC$

#

*多种白细胞介素*

FC$

'

;

等多种细胞因子'在

青光眼患者眼内房水中高表达'表明这些细胞因子与

青光眼的发病机制有紧密的相关性&目前'关于炎症

性青光眼的发生机制尚不够明确'但是研究证实(

+$@

)

由细胞因子诱发的炎性反应是形成炎症性青光眼的

重要机制之一&

D1$&I

属于一类新近发现的细胞因子'可在单核

巨噬细胞等中表达(

!-

)

&有研究显示(

!!$!"

)

'

D1$&I

可以

#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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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单核巨噬细胞进行增殖及分化'并具有促炎作

用'可以促使许多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释放及表达&

也有学者(

!&

)通过青光眼高眼压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免

疫因素是青光眼发病的一个重要机制&体液*细胞免

疫属于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细胞免疫中

的细胞因子在免疫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D1$,

属于免疫
3

细胞所分泌出来的功能较多的细胞

因子'扮演着免疫应答的作用'并可以诱导其他生长

因子的产生(

!I

)

&

D1$,

能够促进和活化
3

细胞功能'

刺激
;

细胞分化和刺激免疫球蛋白分泌*促进急性期

蛋白合成和血小板产生功能'诱导产生其他生长因子

功能&

DCF$

-

*

3FC$

#

和
D1$!

可促进
D1$,

产生'眼内

注射
D1$,

可引起实验动物的葡萄膜炎'拮抗
D1$,

可

快速缓解炎症症状&此外有学者研究表明原发性青

光眼与房水炎性反应相关(

!#

)

&另外'有学者(

!,

)发现

房水中炎性反应与原发性青光眼患者密切相关&但

是关于炎性反应与炎症性青光眼之间的关系研究报

道尚少&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血清
D1$&I

*

D1$,

水

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这可

能是由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炎症性青光眼病例入院前

均经过药物治疗'炎症已得到控制'处于恢复期'与郑

曰忠等(

!H

)

*

ĴA2VJ

等(

!+

)的研究结果是相符的&

葡萄膜炎患者的房水中的
D1$,

水平高于老年性

白内障患者房水中
D1$,

水平(

!@

)

&关于
D1$&I

在炎症

性青光眼患者房水的中表达的研究报道尚无资料显

示&在本研究结果证实了炎症性青光眼患者房水
D1$

&I

*

D1$,

水平明显高于老年性白内障患者房水中
D1$

&I

*

D1$,

水平&进一步分析显示'观察组房水
D1$&I

与
D1$,

呈正相关$

=e-*HI+

'

F

$

-*-#

%&提示房水

D1$&I

与
D1$,

水平可以反映眼内炎性反应'可用于炎

症性青光眼病情的诊断'动态监测上述指标有益于炎

症性青光眼患者临床用药效果评价'估计炎症性青光

眼的进展及青光眼术后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H

"

结
""

论

""

由于不同类型的炎症型青光眼患者例数较少'尚

不能完全确定炎症性青光眼的类型与细胞因子水平

之间有无差异性&尽管如此'本研究仍然表明'观察

炎症性青光眼患者房水中
D1$&I

*

D1$,

水平变化'对探

讨炎症性青光眼的发病机制*观察疾病发展变化*评

估其预后*探讨新的治疗方法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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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2VJ 2

'

2YF'V1D'V)

'

;A(AJD

'

57=0*'58K.

#

III"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7X1=:25L

!

Y<7/:58"-!+

!

Z/0*&@

!

F/*!@



<

M

7/WB9505R506B9=<7BR5KR5B7B6=9L85.B66B/9

(

X

)

*EK88597

V

M

5J56

'

"--H

'

&"

$

H

"

+

%!

,,@$,H#*

(

!@

)赵军'刘方毅'陈永生
*"

型糖尿病患者房水中
ZV\C

*

D1$

,

*

15

P

7B9

水平测定的临床意义(

X

)

*

眼科新进展'

"--+

'

"+

$

I

%!

"+H$"+@*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通信作者'

V$.=B0

!

&II@H-HH"!

%SS

*</.

&

""

本文引用格式#刘旭明'王娜
*

血清降钙素原在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诊治中的应用及相关护理分析(

X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II#$"II+*

!短篇论著!

血清降钙素原在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诊治中的应用及相关护理分析

刘旭明!王
"

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长春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新生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血清降钙素原"

?E3

%水平的检测价值!并总结新生儿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护理措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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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新生儿为研究对

象!所有患儿均经口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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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根据是否发生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将纳入患儿分为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组"

%eH+

%与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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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儿均于机械通气前与机械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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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体温变化!统计病原菌检查结果&记录呼吸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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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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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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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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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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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新生儿死亡呈正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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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是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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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生儿重症监护水平提高与呼吸机技术推

广'危重症新生儿抢救成功率显著提高'但部分患儿

也出现呼吸机相关并发症(

!

)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常见院内感染'可能导致新生儿脱

机困难'延长住院时间'甚至导致新生儿死亡(

"$I

)

&及

时准确诊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对新生儿改善预后具

有重要意义&降钙素原$

?E3

%是一种降钙素前肽物

质'当机体被细菌感染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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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快速上升'经有

效抗菌感染治疗后则迅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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