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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中， 血液检测被誉为了解

人体健康状况的“窗口”。 通过检测血液中

的各种生化指标，医生可以迅速、准确地判

断出个体的健康状态， 发现潜在的疾病风

险，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本文将为大

家介绍血液检测中常见的生化指标及其在

健康管理中的重要性。

一、血糖：糖尿病的警示灯

1、空腹血糖（FPG）：空腹血糖是检测

糖尿病的重要指标之一， 因为它能够反映

出人体在没有摄入食物的情况下， 血液中

的葡萄糖水平。正常情况下，空腹血糖水平

应在 3.9-6.1mmol/L 之间。 如果早晨空腹

血糖水平高于此范围， 可能提示糖尿病或

糖耐量异常， 这时就需要进一步进行葡萄

糖耐量试验或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来确认诊

断。 长期的空腹血糖偏高也意味着胰岛素

功能可能受损， 需要及时采取饮食调整和

药物治疗来管理血糖。

2、餐后 2 小时血糖(PBS2h)：餐后 2 小

时血糖是指从第一口饭的时间算起，2 小

时后测得的血糖测量。 正常情况下，餐后 2

小时血糖应低于 7.8mmol/L。 如果检测结

果在 7.8-11.1mmol/L 之间，同时空腹血糖

小于 7mmol/L,为糖耐量异常。 如果餐后 2

小时血糖大于 11.1 合并糖尿病症状可以

诊断为糖尿病。

二、肝功能：肝脏健康的指示器

1、谷丙转氨酶（ALT）：ALT 主要存在

于肝细胞中，当肝细胞受损时，ALT 会释放

进入血液，导致其水平升高。正常范围为男

性 9-50U/L， 女性 7-40 其正常范围男性

10-60U/L，女性 7-45U/L。 ALT 升高提示

肝脏存在损伤或炎症，如肝炎、脂肪肝等。

2、谷草转氨酶（AST）：AST 不仅存在

于肝脏，也分布在心脏、肌肉等组织中。 其

正常范围为男性 15-40U/L， 女性 13-35。

AST 升高可能提示肝脏损伤、 心肌梗死或

肌肉疾病。

3、总胆红素（TBIL）：TBIL 是红细胞

破坏后的产物，主要由肝脏代谢处理。正常

范围为 <23μmol/L。TBIL 升高常见于肝脏

疾病、溶血性贫血等情况。

4、谷氨酰转移酶（GGT）：其正常范围

男性 10-60U/L，女性 7-45U/L，血清 GGT

是肝脏疾病的敏感指标， 各种原因引起的

肝脏疾病可见血清 GGT 升高。原发性或继

发性肝癌时可见血清 GGT 明显升高。 肝

炎、 肝硬化、 脂肪肝等肝实质病变时血清

GGT 一般中度升高。 重度饮酒及长期服用

某些药物（苯巴比妥，苯妥英等）血清 GGT

常常升高。

5、血清碱性磷酸酶（ALP）：其正常范

围男性 45-125U/L，女性 35-100U/L。 血清

ALP 测定主要用于肝胆疾病和骨骼代谢相

关疾病的试验诊断。急性肝炎（病毒性及中

毒性）时轻中度升高，肝硬化、胆石症等引

起胆汁淤积时血清 ALP 大幅升高，肝外胆

道阻塞时 ALP 升高更明显，且升高程度与

阻塞程度呈正相关。 血清骨 ALP 是总体成

骨活动的良好指标， 出现成骨活动相关疾

病时血清 ALP 升高，维生素 D 缺乏，甲状

腺功能亢进，纤维性骨炎，骨折修复等情况

时血清 ALP 升高，孕妇可见生理性升高。

三、肾功能：肾脏健康的警报器

1、血肌酐（Scr）：血肌酐是存在人体肌

肉组织中的肌酸在体内代谢后的最终产

物， 主要通过肾脏排泄。 正常范围为男性

53-106μmol/L，女性 41-73μmol/L。 其水

平升高提示肾功能受损或肾衰竭。

2、尿素（BUN）：BUN 是蛋白质代谢

的产物， 通过肾脏排泄 。 正常范围为

2.9-8.2mmol/L。 BUN 升高提示肾功能不

全、脱水等情况。

3、尿酸（UA）：尿酸是嘌呤代谢的终

产物， 主要通过肾脏排泄。 正常范围为男性

208-428μmol/L，女性 155-357μmol/L。 尿酸

升高常见于痛风、肾结石 、肾功能不全等

疾病。

四、电解质：体液平衡的守护者

1、钠（Na+）：钠是维持体液平衡和细胞

正 常 功 能 的 重 要 电 解 质 。 正 常 范 围 为

135-145mmol/L。 钠离子异常可能导致脱水、

心力衰竭等问题。

2、钾（K+）：钾是维持心脏和肌肉正常功

能 的 重 要 电 解 质 。 正 常 范 围 为

3.5-5.5mmol/L。 钾离子异常可能导致心律失

常、肌肉无力等症状。

3、钙（Ca2+）：钙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

成部分， 也是维持神经和肌肉正常功能的重

要电解质。 正常范围为 2.1-2.6mmol/L。 钙离

子异常可能导致骨质疏松、抽搐等。

总之，检测血液中的生化指标是现代医

学诊断和健康管理的核心手段之一。 通过这

些指标的变化， 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潜在的健

康问题，从而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预防疾病的

进一步发展。 定期进行血液检查不仅有助于

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还能在医生的指导下

采取针对性措施，保持身体的最佳状态。

（作者单位：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外眼角手术， 又称内眦赘皮矫正术

和外眦开大术，是一种常见的美容手术，旨

在调整眼部形态，改善眼型，使眼睛看起来

更大、更有神。 这种手术在亚洲尤为普遍，

因为许多亚洲人天生眼角内侧有皮肤覆

盖，导致眼睛看起来较小。本文将介绍内外

眼角手术的具体细节和注意事项， 帮助读

者更好地了解这一美容手术。

一、内眼角手术（内眦赘皮矫正术）

1、手术适应症：内眼角手术主要适用

于有内眦赘皮现象的人群。 内眦赘皮是指

眼角内侧的皮肤过度覆盖， 导致眼睛看起

来较小且间距较宽。 手术的目的是去除多

余的皮肤，使眼睛显得更大、更明亮。

2、手术方法：内眼角手术通常通过切

口或非切口的方法进行。 切口法是通过在

内眼角处做一个小切口， 去除多余的皮肤

和脂肪，然后缝合。非切口法则是通过特殊

的缝合技术， 不需切开皮肤即可达到矫正

的效果。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

合适的方法。

3、手术过程：手术一般在局部麻醉下

进行，整个过程约需 30 分钟至 1 小时。 术

前医生会在眼角处画好标记， 确保切口位

置准确。手术过程中，医生会小心翼翼地切

除多余组织，避免损伤周围的血管和神经。

手术结束后，眼角处会缝合，通常使用的是

可吸收缝线。

4、术后护理：术后需要注意保持伤口

清洁，避免感染。医生通常会建议使用抗生

素眼药水或药膏，并避免用手揉眼睛。术后

肿胀和淤血是正常现象， 一般在一周内逐

渐消退。 患者应避免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

动，避免眼部受到冲击。

二、外眼角手术（外眦开大术）

1、手术适应症：外眼角手术适用于希

望通过调整外眼角形态来改变眼部外观的

人群。 这类手术可以使眼睛显得更长、更

大，改善眼部比例和整体面部协调性。

2、手术方法：外眼角手术通常通过切

开外眼角皮肤，延长眼裂长度，改变眼角角

度来实现。 手术方式包括简单的皮肤切除

法和复杂的皮肤移位法， 具体选择需根据

患者的眼部结构和预期效果决定。

3、手术过程：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

时间约为 30 分钟至 1 小时。 医生会在外眼

角处做一个小切口， 通过调整眼部组织的

位置和形态，延长眼裂长度。 手术结束后，

切口处会缝合，通常也使用可吸收缝线，减

少拆线的困扰。

4、术后护理：术后需避免眼部用力和

外力碰撞，遵循医生的护理建议。术后肿胀

和淤血通常在一周内逐渐消退。 保持伤口

清洁，防止感染是关键。医生可能会开具抗

生素药物以预防感染，并建议适度休息，避

免过度用眼。

三、手术的风险和并发症

1、感染：感染是内外眼角手术后最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 术后需严格遵循医生的

护理建议，保持伤口清洁，使用抗生素药物

预防感染。一旦出现红肿、疼痛加重等感染

症状，应及时就医。

2、疤痕：尽管内外眼角手术的切口较

小，但仍有可能留下疤痕。术后应避免阳光

直射，使用硅胶贴片或涂抹疤痕修复膏，有

助于减少疤痕形成。

3、不对称：由于每个人的面部结构不

同，术后可能出现两侧眼角不对称的情况。

术前与医生充分沟通， 制定详细的手术方

案，可以降低不对称的风险。

四、术前准备

1、选择合适的医生：选择经验丰富、技

术精湛的整形外科医生是手术成功的关

键。患者应多方了解医生的资质和口碑，查

看过往案例。

2、术前检查：术前医生会进行详细的

面部检查， 了解患者的眼部结构和健康状

况。必要时进行血液检查和其他相关检查，

确保患者适合手术。

3、术前咨询：术前咨询是手术准备的重

要环节。患者应与医生充分沟通，了解手术的

具体过程、预期效果和可能的风险，并签署手

术同意书。

五、术后恢复

1、恢复期：内外眼角手术的恢复期通常

为 1 到 2 周。术后第一天应尽量卧床休息，保

持头部抬高，有助于减轻肿胀。术后一周内避

免用眼过度，看书、看电视和使用电子设备时

间不宜过长。

2、饮食调理：术后饮食应以清淡、易消化

为主，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多摄入富含维生

素 C 和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伤口愈合。

3、定期复诊：术后需定期复诊，由医生检

查伤口愈合情况。若有任何不适或异常，应及

时向医生反映。

总之， 内外眼角手术是一项精细的美容

手术，能够有效改善眼部形态，使眼睛看起来

更大、更有神。 然而，手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和并发症。 因此，选择合适的医生、充分的术

前准备和细心的术后护理都是手术成功的关

键。希望本文提供的详细信息和注意事项，能

帮助有意接受内外眼角手术的朋友们更好地

了解手术过程，做出明智的决策。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华美医疗美容医院）

B 族链球菌分子生物学检测小知识

□

梁正义

内外眼角手术的细节和注意事项

□

隋长清

B 族链球菌（Group：B：Streptococcus,：

GBS）是一种常见的细菌，在人类中主要存

在于消化道和生殖道。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

GBS 对健康人群无害， 但它可以在孕妇和

新生儿中引起严重的感染。 本文将为大家

介绍 B 族链球菌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及

其在临床应用中的重要性。

一、B 族链球菌的基本概念

1、B 族链球菌的定义：B 族链球菌是

一种革兰氏阳性球菌， 主要寄居于人类的

肠道和生殖道。 它在健康人群中通常是无

害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感染，特别是

对孕妇、新生儿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

2、B 族链球菌的感染途径：GBS 主要

通过母婴传播和直接接触传播。 在分娩过

程中， 感染的母亲可以将 GBS 传给新生

儿 ，导致严重的感染如肺炎、脑膜炎和

败血症。

3、B 族链球菌的临床表现：在成人中，

GBS 感染可能导致尿路感染、 皮肤软组织

感染和败血症。在新生儿中，GBS 感染则会

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肺炎、脑膜炎和败

血症。

二、B 族链球菌的分子生物学检测

方法

1、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PCR

检测是一种高灵敏度和特异性的分子生物

学技术， 通过扩增特定的 GBS：DNA 序列

来实现检测。 其原理是利用引物与目标

DNA 的特异性结合，在热循环仪中进行多

轮扩增，从而使目标序列的量显著增加，达

到检测目的。 PCR 检测的优点在于速度

快、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但其缺点是需要

专业的实验设备和操作人员，且成本较高。

对于需要快速、 准确诊断 GBS 感染的情

况，PCR 检测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2、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检测：

qPCR 是一种在 PCR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技术，可以实时监测 PCR 扩增过程中产生

的荧光信号，实现定量检测。其原理是通过

荧光染料或探针标记扩增的 DNA 片段，实

时监测荧光信号的变化， 从而进行定量分

析。 qPCR 检测的优点在于灵敏度和特异

性高， 能够进行定量检测， 适合大规模筛

查，但同样需要专业设备和操作人员，检测

成本较高。 通过 qPCR，能够准确量化 GBS

的负荷， 对于判断感染的严重程度具有重

要意义。

3、原位杂交（ISH）检测：ISH 检测是一

种通过特异性探针与 GBS：RNA 或 DNA

结合，进行可视化检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其原理是在固定的组织或细胞中， 特异性

探针与目标序列杂交， 通过显色或荧光标

记进行检测。 ISH 检测的优点是可以直接

在组织或细胞中检测 GBS， 适合病理学研

究，但其缺点是操作复杂，检测时间长，适

合实验室研究而非临床快速检测。 ISH 检

测在病理学研究中应用广泛， 通过直观的

组织或细胞图像， 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

解 GBS 感染的机制和病理变化。

三、B 族链球菌分子生物学检测的临

床应用

1、孕妇筛查：①目的：在分娩前对孕

妇进行 GBS 筛查， 可以预防新生儿感染。

②方法： 通常在孕 35-37 周进行阴道和直

肠拭子采样 ， 通过 PCR 或 qPCR 检测

GBS。 ③意义：早期发现并预防母婴传播，

降低新生儿感染率。

2、新生儿感染诊断：①目的：对怀疑

感染 GBS 的新生儿进行快速诊断，以便及

时治疗。 ②方法：通过新生儿的血液、脑脊

液或其他体液样本进行 PCR 或 qPCR 检

测。 ③意义：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显著降

低新生儿的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3、其他高危人群的筛查和监测：①目

的：对免疫系统较弱的患者，如老年人、糖

尿病患者等进行 GBS 筛查和监测。 ②方

法：采用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如 PCR 或

qPCR。③意义：早期发现并治疗感染，降低严

重并发症的风险。

四、B 族链球菌分子生物学检测的未来

发展方向

1、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应用：随着高通量测

序技术的发展，GBS 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将

进一步提高。 通过对 GBS 基因组进行全基因

组测序，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 GBS 的基因变异

和传播机制，从而制定更有效的防控措施。

2、快速便携检测技术的开发：未来的研

究方向之一是开发快速便携的 GBS 检测设

备，使检测更加简便快捷，适用于基层医疗机

构和家庭使用。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 GBS 检测

的覆盖率和及时性，进一步降低感染风险。

3、多重检测技术的融合：多重检测技术

将不同的检测方法结合起来， 可以同时检测

多种病原体，包括 GBS 在内的其他常见致病

菌。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检测效率，还可以提

供更全面的病原体信息， 有助于临床诊断和

治疗。

总之，B 族链球菌分子生物学检测在预

防和控制 GBS 感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

不断发展的检测技术，GBS 感染的早期发现

和及时治疗将变得更加高效， 从而有效降低

感染带来的健康风险。

（作者单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