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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在淘汰过时的检验项目和方法，吸收新的检验诊断内容的基
础上，不仅对心血管、消化、呼吸、泌尿、血液等各系统疾患的常用检验
项目的临床意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而且对癌的病理学检查、临床免疫
学检验、病原学检验、血型血清学检验等的临床应用也作了详尽的阐
述。同时，本书采用了目前国家卫生部推荐的《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一书中各项检验的正常参考值，并注有法定计量单位与旧制单位的换
算因数以及微生物的新旧名称，因而是一本内容较新、实用性较强的临
床检验学参考书。
读者对象：临床各科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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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新陈代谢疾病检验
一、电解质代谢失常的检验
（一）血清钾、尿液钾测定
（二）血清钠、尿钠测定
（三）血清氯、尿液氯测定
（四）血清钙、尿液钙测定
（五）血清磷、尿液磷测定
（六）血清镁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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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氧化碳结合力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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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测定
（四）脂蛋白电泳
四、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的尿液过筛试验
（一）苯丙酮酸尿症检查
（二）α－酮酸检查
（三）糖类检查
（四）酪氨酸检查
（五）酸性粘多糖检查
（六）胱氨酸检测
（七）甲基丙二酸检测
（八）组氨酸检测
（九）尿液黑色素定性试验
五、糖代谢障碍疾患的检验
（一）血糖测定
（二）尿糖测定
（三）葡萄糖耐量试验
（四）糖化血清蛋白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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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粪标本采集要求
（二）粪一般（常规）检查临床分析
（三）粪隐血试验
（四）粪胆素定性试验
二、胃液分析的临床意义
（一）胃液标本收集
（二）胃液量
（三）颜色
（四）气味
（五）基础胃酸分泌量和最大胃酸分泌量测定
（六）胃液pH测定
三、十二指肠引流液检查
（一）病理性状改变
（二）显微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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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胰腺外分泌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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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血清5′－核苷酸酶测定
（八）血清铜氧化酶测定
（九）血清单胺氧化酶的测定
（十）凝血酶原时间的测定
（十一）血清蛋白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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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尿液酸碱度（pH）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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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尿液亚硝酸盐定性试验
（六）尿沉渣显微镜检查
（七）脂肪尿和乳糜尿检查
（八）脓尿检查
附：常用MA4210型电脑快速尿液分析仪报告单数据解
二、肾功能检查
（一）肾小球功能试验
（二）肾小管功能试验
（三）肾脏病其他检查
第6章 呼吸系统疾患检验
一、痰液标本收集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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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状
（三）颜色
（四）气味
（五）肉眼可见的异物
三、痰液不染色涂片镜检
（一）白细胞
（二）红细胞
（三）上皮细胞
（四）色素细胞
（五）寄生虫和虫卵
（六）弹力纤维
（七）夏科－雷登结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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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酪氨酸结晶
四、痰液涂片染色检查
（一）细菌学检查
（二）肿瘤细胞检查
（三）嗜酸粒细胞直接染色法计数
五、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检查
第7章 脑及脊髓疾病检验
一、脑脊液标本的采集及注意事项
二、脑脊液一般检查
（一）压力
（二）颜色
（三）透明度
（四）凝固状况
三、脑脊液显微镜检查
（一）白细胞计数
（二）红细胞计数
（三）细胞分类
四、脑脊液化学检验
（一）蛋白质测定
（二）葡萄糖定量测定
（三）氯化物测定
（四）酶学测定
（五）免疫球蛋白测定
五、脑脊液微生物学检查
第8章 生殖系统疾患检验
一、精液一般（常规）检查
（一）量
（二）颜色
（三）粘稠度
（四）气味
（五）酸碱度（pH）
（六）显微镜检查
二、前列腺液检查
三、血清酸性磷酸酶测定
四、阴道分泌物（白带）检查
五、尿液胶乳凝集抑制试验（LAT）
六、尿液雌三醇（E3）测定
七、血清、精浆中抗精子抗体测定
第9章 内分泌功能检验
一、甲状腺功能试验
（一）血清总甲状腺素测定
（二）血清三碘甲腺原氨酸测定
二、甲状旁腺功能试验
（一）血清钙及磷的测定
（二）钙耐量试验
三、肾上腺皮质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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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尿17－酮类固醇测定
（二）尿17－羟皮质类固醇测定
四、肾上腺髓质功能试验
（一）尿儿茶酚胺定性试验
（二）尿3－甲氧－4羟苦杏仁酸测定
第10章 运动系统疾患检验
一、红细胞沉降率测定
二、抗链球菌溶血素“O”测定
三、C－反应蛋白检测
四、类风湿因子测定
五、抗核抗体检查
六、主要关节疾病的实验室诊断
第11章 浆膜腔积液性质检验
一、浆膜腔积液的常规检查
二、浆膜腔积液其它检查
（一）葡萄糖
（二）乳酸脱氢酶
（三）碱性磷酸酶
（四）淀粉酶
（五）铵定性
（六）肌酐定性试验
（七）pH值测定
（八）寄生虫检查
三、微生物学检查
四、临床上常见的几种积液性质改变的临床意义
（一）胸腔液
（二）腹腔液
（三）心包腔液
（四）睾丸鞘膜积液
（五）囊肿液
第12章 癌的实验室检查
一、癌的生物学检查法
（一）癌反应检查
（二）血清碱性蛋白电泳试验
（三）血清铁蛋白测定
（四）血清酶学检查
（五）某些血清蛋白质的检测
二、癌的病理学检查
（一）呼吸器官细胞学检查
（二）食管细胞学检查
（三）胃细胞学检查
（四）肠、胆道、胰细胞学检查
（五）泌尿器官细胞学检查
（六）子宫、阴道细胞学检查
（七）乳腺细胞学检查
（八）胸腹水、脑脊液细胞学检查
（九）淋巴结穿刺细胞学检查
第13章 临床免疫学检验
一、细胞免疫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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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细胞花环试验
（二）T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三）B细胞测定
二、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
三、冷球蛋白检测
四、补体检查
（一）总补体溶血活性检测
（二）补体第三成分含量测定
（三）补体第四成分含量测定
（四）C1q含量测定
五、循环免疫复合物检测
六、自身抗体检查
（一）类风湿因子检测
（二）抗核抗体检测
（三）红斑狼疮细胞检查
（四）抗双股DNA抗体检测
七、传染病免疫学检验
（一）病毒性肝炎特异性诊断
（二）伤寒、副伤寒血清学检查
（三）斑疹伤寒血清学检查
（四）布氏杆菌病血清学检查
（五）嗜异性凝集试验
（六）冷凝集试验
（七）梅毒血清学检查
（八）血吸虫病的血清学检查
（九）艾滋病的血清学检查
八、其他血清学检查
（一）抗链球菌溶血素“O”检测
（二）C反应蛋白检测
（三）血清粘蛋白检测
第14章 血型血清学检查
一、ABO血型系统的临床意义
二、Rh血型系统的临床意义
三、新生儿溶血病的血型血清学检查
（一）ABO血型不合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的血型
血清学检查
（二）Rh血型系统不合所致的新生儿溶血病血型
血清学检查
第15章 染色体检查
一、核定性检查
二、白细胞性染色体检查
三、染色体核型分析
四、羊水穿刺染色体检查
第16章 病原学检验
一、概述
二、常见临床标本的细菌学检验
（一）血液及骨髓标本的细菌学栓
（二）血库污染血液与血浆的细菌学检验
（三）尿液细菌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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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粪便标本细菌学检验
（五）创伤或感染分泌物及脓液标本的细菌学检验
（六）生殖器官标本的细菌学检验
（七）鼻咽部、咽部标本的细菌学检验
（八）脑脊液标本的细菌学检验
（九）痰液及支气管分泌物细菌学检验
（十）穿刺液（胸水、腹水、心包液、关节液）标本的细菌学检验
（十一）手术及尸体解剖组织的细菌学检验
三、检出与人类疾病有关的常见微生物的临床意义
（一）革兰氏阳性需氧及兼性厌氧球菌
（二）革兰氏阴性球菌
（三）革兰氏阳性杆菌
（四）革兰氏阴性需氧和兼性厌氧菌
（五）检出厌氧菌的临床分析
（六）检出常见致病性螺旋体的临床意义
（七）检出常见病原性真菌的临床分析
（八）病原性支原体
（九）引起人类感染的主要立克次体
（十）病原性衣原体
四、细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分析
五、医院感染及判定指标
（一）医院内感染及医院感染的特点
（二）医院内感染中常见的病原体
（三）医院感染判定指标
六、空气卫生细菌学检验
第17章 治疗药物监测
一、治疗药物监测的临床应用
二、药物监测血样采取时间及注意事项
三、治疗药物监测结果分析
四、出现治疗药物监测结果意外情况的原因分析
第18章 实验质量保证
一、需检标本收集、分析前的临床准备
（一）医生正确选择检验项目
（二）待检患者的准备
（三）正确收集、处理各种标本
二、实验分析过程质量控制
三、检验结果评估解释
附录：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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