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某些看来与造血系统无关的疾病实际上可能与红细胞血型

抗原有关*

"

+

,王宏*

#

+报道
&')

例健康献血员
:Y.

血型分布为

.

型
##%&X

)

Y

型
"<%!X

)

:

型
"=%&X

)

:Y

型
<%!X

%

$<=

例乳

腺癌
:Y.

血型分布为
.

型
"$%&X

)

Y

型
#<%(X

)

:

型
"#%

$X

)

:Y

型
!"%&X

#乳腺癌易感性以
Y

型为高#乳腺癌组与对

照组比较
:Y.

血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本组

资料显示#

!$$)

例健康人群
:Y.

血型分布为
:

型
#$%(X

)

Y

型
"$%=X

)

.

型
#!%#X

)

:Y

型
<%$X

#从高到低依次为
:

型)

.

型)

Y

型)

:Y

型,

=(

例乳腺癌患者
:Y.

血型分布为
:

型
$$%

=X

)

Y

型
!&%)X

)

.

型
")%<X

)

:Y

型
!'%(X

#从高到低依次为

:

型)

.

型)

Y

型)

:Y

型,健康人群与乳腺癌患者
:Y.

血型分

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乳腺癌的发生与
:Y.

血型无关联#与文献*

#

+报道不同,这是否与地域差异导致其

分布差异#加之本研究乳腺癌病例样本量较少$仅
=(

例&有关#

有待今后积累更多病例来分析乳腺癌的血型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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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泌物念珠菌检测结果分析

罗
!

云"江苏省泰兴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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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阴道分泌物中念珠菌检测结果及其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方法
!

运用

法国科玛嘉念珠菌显色培养基对阴道分泌物进行分离培养!涂片镜检及药敏测定%结果
!

咪康唑'益康唑'酮康唑'

氟康唑的耐药性呈明显上升趋势%结论
!

阴道分泌物中酵母菌的感染率增加!对唑类药物的耐药情况日趋严重!药

敏试验可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

"关键词#

!

体内分泌物#

!

阴道#

!

念珠菌#

!

滴虫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Y

文章编号$

!(="/<$&&

"

"'!!

$

'!/''<!/'"

!!

阴道分泌物检测是妇科常规检查项目#能直接反映阴道是

否存在炎性反应及感染情况#可为阴道炎的鉴别诊断提供依

据,其中念珠菌为女性外阴阴道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之一#并

且发病率不断上升#通过性生活可直接或间接传染#引起阴道

瘙痒)白带增多)白带黏稠#如豆腐渣样,念珠菌为条件致病

菌#感染率明显高于滴虫感染,

!'X

的非孕妇和
#'X

的孕妇

阴道有少量念珠菌寄生#但无症状,当机体抵抗力降低或阴道

酸度因糖原增多而增高时#念珠菌即迅速繁殖而致病,本文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妇科门诊
&()

例疑似阴道炎患

者的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进行了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妇科门诊就诊
&()

例疑似阴道炎的女性

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

!

材材
!

无菌平皿$直径
<'00

&#孵育箱#无菌刻度吸管#

无菌生理盐水#无菌空试管)玻片#沙保弱琼脂粉#梅莱真菌药

敏试验卡,

$%'

!

方法

$%'%$

!

显微镜检查
!

在窥阴器下用无菌棉拭子从阴道后穹隆

外转动
!

周取分泌物#取出拭子放入
!03

无菌生理盐水中送

检#悬滴法镜检#查找卵圆形芽生孢子和菌丝,

$%'%/

!

念珠菌分离培养
!

标本接种于法国科码嘉念珠菌显色

培养基中#

"&[

培养
!

!

#N

#有色菌落生长且涂片革兰染色镜

检中见到孢子为阳性,

/

!

结
!!

果

/%$

!

阴道分泌物不同清洁度念珠菌和滴虫的检出情况
!

见表
!

,

/%/

!

念珠菌直接镜检和分离培养结果比较
!

见表
"

,

/%'

!

耐药性变化
!

咪康唑)益康唑)酮康唑)氟康唑的耐药率

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而
&/

氟胞嘧啶)两性霉素)制霉菌素
Y

的

耐药率上升不明显#仍具有较高抗真菌活性,

表
!

!

不同清洁度阴道分泌物念珠菌和滴虫检出情况*

,

%

X

(+

清洁度
,

滴虫 念珠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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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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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念珠菌直接镜检和分离培养结果比较*

,

%

X

(+

清洁度 人数 镜检 培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本次调查对象为妇科门诊疑似阴道炎患者#阴道分泌物清

洁度为
(!*

度者占
$!%'#X

#提示阴道内感染较为普遍#应

引起重视,念珠菌直接涂片镜检和分离培养有显著差异#其原

因为念珠菌是阴道正常菌群,据报道#

!'X

非妊娠妇女和

#'X

妊娠妇女的阴道中有少量念珠菌寄生#但不引起症状*

!

+

,

由于门诊检查一般速度较快#少量念珠菌不容易检出#故在门

诊工作中应检查多个视野#避免一晃而过,基于门诊工作的特

点#镜检时再附加念珠菌分离培养是一个简便而又可靠的方

法,

念珠菌)滴虫性阴道炎是广泛流行的传播疾病,本次调查

结果显示#念珠菌的总检出率为
#(%<=X

#滴虫检出率为

!'%"!X

#念珠菌性阴道炎明显高于滴虫性阴道炎#这与国内报

道一致*

"

+

,白带外观呈黄色或灰白色泡沫状#镜下见大量白细

胞#应着重查找滴虫%阴道分泌物外观呈豆腐渣样#镜下上皮细

胞较多#白细胞较少#应着重找念珠菌,念珠菌的繁殖)致病)

发病取决于宿主抵抗力以及阴道环境的变化,目前念珠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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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炎增多与免疫制剂)抗生素)皮质激素等药物的广泛应用

以及介入治疗的开展密切相关,随着念珠菌感染率的上升#临

床使用抗真菌药物的频率)剂量也有明显增加#念珠菌的耐药

情况越来越严重#尤以唑类药物的耐药变化明显,氟康唑等唑

类药物由于其毒性相对较轻)不良反应少)易吸收等特点#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一直作为临床最主要的抗真菌药物使用#

其所产生的选择性压力#

$

种主要的唑类药物的耐药率上升了

<%(X

!

!(%)X

#敏感性处于中介的菌株也有明显增长#这可能

与唑类药物作用于念珠菌的靶酶
R8W!!

基因的突变导致靶酶

与唑类药物的亲和力下降及药物的外排基因过度表达密切相

关,同时唑类药物的广泛使用#使对氟康唑等唑类药物可能天

然耐药的真菌检出率增加*

#

+

#而传统的抗真菌药物两性霉素)

制霉菌素
Y

等使用量少#耐药变化不明显#其敏感率维持在

<'X

以上#仍有较强抗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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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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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环境中的稳定性探讨

涂明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医院!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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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7

$活性在肝素钠'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RQ7:/e

"

$'促凝剂'无添加

剂环境中的稳定性以及随时间推移
:37

活性的变化规律%方法
!

将受检者血液分别采集于无添加剂'肝素钠'

RQ7:/e

"

'促凝剂
$

种真空管中!

$'0@A

后离心即刻检测
$

种环境下的
:37

活性"此时室外温度为
#"

!

##[

'室

内温度为
"(

!

"=[

$%然后于当天每隔
#F

检测
!

次!共
$

次"间隔时间内!血标本不放入
"

!

([

冰箱$%其后检测

时间分别为
"

'

#

'

$

'+'

!&N

%结果
!

在当天无添加剂的血清中
:37$

次测值几乎是呈线性%肝素钠血浆中
:37

稳定性稍差!波幅偏大!范围为
>=X

#

RQ7:/e

"

血浆中
:37

波幅也为
>=X

!但结果稍偏低#促凝剂血清中
:37

波幅较小!重复性较好!但重心略有下移%以上
$

种环境中
:37

值与即刻测定结果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血清'血浆分离后
:37

于当天检测结果均能满足临床及各类体检需要%如果条件适合!最好用无添

加剂真空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放置于
"

!

([

冰箱保存
!

周之内!

:37

活性还是可信的%但应注意在第
=

天

开始则陆续出现肉眼可见的轻度溶血现象!且
:37

值有所升高%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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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7

&在抗凝剂)促凝剂)无添加剂环

境中的活性与保存时间的长短)温度的高低是相关的#新版2临

床检验基础3提出#从标本采集到完成测定的时间通常不超过

"F

*

!

+

,对
:37

单项而言#它的活性在抗凝剂)促凝剂)无添加

剂环境中怎样变化值得研究,作者曾遇到
!

例抗凝血标本的

:37

值上午和下午呈跳动现象,这就更加需要进行这方面的

探讨,作者通过在
$

种环境中不同时间段检测
:37

活性寻找

其变化规律#同时尽量选择一种符合基层医院$如大专院校)社

区医院等&检测条件的模式,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37

校准品)质控品及试剂均为日本
-

K

?0BP

公

司原装配套试剂#批号分别为
3/)''"

)

*/"!#)

)

fW'''"

,含肝

素钠)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RQ7:/e

"

&)促凝剂真空管均购自武

汉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

!

方法
!

早晨空腹采集
:37

持续增高的志愿者静脉血#

分别置于无添加剂
$%&03

)肝素钠
$%&03

)

RQ7:/e

"

$%&

03

)促凝剂
$%&03

真空管#采血过程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

0@A

后按2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分离血清)血浆即刻上机检

测#

$'0@A

后离心即刻检测
$

种环境中的
:37

活性$此时室

外温度为
#"

!

##[

)室内温度为
"(

!

"=[

&,然后#于当天每

隔
#F

检测
!

次#共
$

次$间隔时间内#血标本不放入
"

!

([

冰箱&,其后检测时间分别为
"

)

#

)

$

)7)

!&N

#标本每天检测完

毕即放入
"

!

([

冰箱,

/

!

结
!!

果

/%$

!

:37

在
$

种环境中于当天
$

个时间$

F

&段的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

:37

在
$

种环境中于当天
$

个时间%

F

(段的

!!!!

检测结果%

d

'

3

(

离体时间$

F

& 无添加剂 肝素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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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凝剂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在
$

种环境中
!

!

!&N

的测定值
!

见表
"

,第
=

天

开始无添加剂真空管#第
<

天开始
RQ7:/e

"

)促凝剂真空管#

第
!#

开始肝素钠真空管都陆续开始出现肉眼可见溶血现象#

且随时间推移而加剧,

表
"

!

:37

在
$

种环境中
!

!

!&N

的测定值%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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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体时间$

N

& 无添加剂 肝素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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