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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检测痰结核杆菌的方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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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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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对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

种检测结核杆菌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方法
!

将结核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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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痰标本分别用荧光染色法(酸性罗氏培养基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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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T2(X

快速培养法和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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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

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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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检测结核杆菌的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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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所需时间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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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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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法中荧光染色法耗时最短!但准确率最低!酸性罗氏培养基培养法

耗时最长!准确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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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T2(X

快速培养法相当!

SOT

检出率最高!耗时也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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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杆菌是一种具有高传播性的致病菌#在我国乃至世界

都引起过大规模的流行)在我国曾一度得到控制#但近些年来

由于工作压力*精神紧张和抗生素滥用等因素#使结核病的发

病率逐年增高#结核杆菌耐药菌株不断出现#因此对结核病的

检测和预防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检测结核杆菌的荧光染色

法*酸性罗氏培养基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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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培养法和

SOT,

种方法进行评估#希望能对结核病的检测和预防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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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标本来源
!

本市结核病防治所临床送检痰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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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染色液及酸性罗氏培养基均为本市结核病防治所

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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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培养系统及试剂均为法国生物梅

里埃公司提供#

SOT

试剂盒由安达基因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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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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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份标本分别做涂片*酸性罗氏培养*

(X

快速

培养和
SOT

检测#痰液用碱液化后分别接种于酸性罗氏培养

基和
(X

快速培养基#染色法及酸性罗氏培养基培养法操作规

则按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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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操作)

(X

快速培养是将液化后的标本用

酸中和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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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接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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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瓶#如标本含菌则需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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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

SOT

检测痰标本用胰酶消化处理后加

盐水洗涤沉淀后离心#提取
X*'

用以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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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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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杆菌
,

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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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看出#荧光染色法与其他
(

种方法相比检出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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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酸性罗氏培养法*

(X

快速培养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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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率相

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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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平均耗时
!

通过比较#

,

种方法检测结核杆菌所

需平均时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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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荧

光染色法的平均耗时最短#酸性罗氏培养法的平均耗时最长)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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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杆菌
,

种方法检测结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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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例数 阴性例数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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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染色
#$$ (- #!0 !!.!0

酸性罗氏培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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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培养
#$$ %- #"0 (,.(,

SO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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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结核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加#这给结核病的防治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对于一种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结核

杆菌的方法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从本市结核病防治所目前采

用的
,

种检测方法来看#荧光染色法检出率最低但耗时最短#

其优点是耗时短#出结果快#但是也存在较高的漏检率#且对人

员的镜检能力有要求+

!

,

)酸性罗氏培养和
(X

快速培养检出

率较高#但所需时间较长#尤其是酸性罗氏培养需时更长)结

核杆菌罗氏培养基培养法一直是结核诊断的金标准#

(X

快速

培养虽然能缩短一定的时间#但是仪器和试剂价格昂贵+

(

,

)

SOT

检出率最高#耗时也较短#但是这种方法容易受到外界干

扰#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

,

,

#易有假阳性产生)说明上

述
,

种方法各有优缺点)目前关于结核杆菌的检测又有几种

新的方法#如噬菌体法#已有文献报道它是一种敏感性*特异性

都较好的方法#且耗时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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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利用酶联免疫斑

点试验来快速检测结核的方法#它除了上述噬菌体法的优点

外#还能及时检测潜伏感染病例+

$

,

)此外#人们还在积极研究

其他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还需等待时间的检验#并没有在

大部分的医疗机构中普及)自
#00&

年结核杆菌全基因测序的

完成#人们已经着手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来检测结核杆菌#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加快速*敏感而有效的实验室检测方法来

为人类服务)但目前仍应根据现有的几种实验室检测方法的

实际情况#按需要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结核杆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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