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符合率
#""."/

#见表
#

)

表
#

!

##!$

份尿液中红细胞干化学法和显微镜检测结果比较

类别 干化学法
显微镜检查法

阴性 阳性

R %(- %(- "

\ #"& &- !#

] #0, #,0 ,%

]] #%( #"# %!

]]] #(, !& #"$

合计
##!$ 0"! !!,

!!

注!

R

表示阴性(

\

表示可疑(

]

表示阳性)

'

!

讨
!!

论

从表
#

可以看出#干化学法检测尿中
T+O

为阴性的结果

与显微镜检查一致(尿液
T+O

干化学法阳性结果$

%&0

例%明

显高于显微镜检查法$

!!,

例%)由于干化学法检测尿中
T+O

的原理是利用
T+O

中血红蛋白具有过氧化物酶的活性#使色

原氧化而产生颜色变化+

!

,

#所以既可以检测完整的
T+O

#又能

测定游离血红蛋白#而显微镜检查是通过离心尿液#取其沉渣#

显微镜下直接计数
T+O

)

引起两种方法检测尿中
T+O

结果差异的原因除了方法不

同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种原因!$

#

%同一试纸条保存温度条件反

复变化引起结果逐渐降低#不同型号试纸条引起同一份标本测

定结果差异($

!

%尿液标本必须新鲜#长时间搁置的尿液会出现

干化学法与镜检法结果误差#因为
T+O

的破碎而导致干化学

法阳性而镜检法阴性的结果($

(

%尿中大量
U9@O

的存在#可发

生竞争性抑制反应致干化学法产生假阴性($

,

%肾病患者的尿

液
T+O

在肾脏或泌尿道破坏或尿比密过低#尿
B

)

值偏高)

可造成
T+O

干化学法检测出现假阳性+

(

,

)因此#应选用配套

合格*具有抗
U9@O

干扰的试纸条#并恒温保存#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尿液的检测(尿中大量
U9@O

及少量新鲜
T+O

可造成
T+O

干化学法阴性#而显微镜检查阳性)尿
T+O

干化学法阳性*显

微镜检查阴性时#不能一概认为是假阳性#要慎重对待#分析干

化学法的
Z+O

*亚硝酸$

*N2

%*蛋白质$

S83

%和尿
B

)

值等#若

Z+O

*

*N2

或者两项均为阳性#但
S83

阴性#应以显微镜检查

法为准#而肾脏病*泌尿系统疾病患者和
S83

阳性以及
B

)

值

过低的尿液#可以用金标免疫法验证干化学法筛查结果是否准

确+

,

,

)因隐血金标法试纸条是采用免疫层析技术和胶体金显

色原理#故具有较高灵敏度和准确度#特异性强#抗干扰性能

好+

%

,

)

干化学法用于尿
T+O

筛查快速简便#但不能只看一项指

标就判断尿液中有无
T+O

(干化学法结果均为阴性且非肾脏

病*泌尿系统疾病和溶血病患者的尿液筛查结果准确#一般可

省略显微镜检查(干化学法
T+O

阳性的尿液应进行显微镜检

查#并观察干化学法的
Z+O

*

*N2

*

S83

和
B

)

值几项指标的结

果#怀疑显微镜检查结果时可用金标免疫法验证干化学法筛查

结果(干化学法
T+O

阴性*大量
U9@O

存在时也需要进行显微

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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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临床标本中葡萄球菌的检测及耐药性研究

陈丽阳!郭世辉!钟品玲!韦惠如!梁宏洁"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临床标本中葡萄球菌的检出及其对常用抗菌药的耐药情况$方法
!

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0

年
#

!

#!

月检出的葡萄球菌及药敏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临床标本中分离出葡萄球菌
-0$

株$药

敏结果显示!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c

(红霉素的耐药率均大于
%"."/

!其中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对多种抗菌药的耐药

性均高于甲氧西林敏感的葡萄球菌!但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的耐药率为
"

$结论
!

葡萄球菌对多种抗菌药耐药情

况甚为严重!应引起临床重视$

"关键词#

!

标本&

!

葡萄球菌属&

!

抗药性!细菌&

!

微生物敏感性试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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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0,%%

"

!"##

#

"!1"#&01"!

!!

随着广谱抗菌药的广泛应用#葡萄球菌的耐药性也不断变

迁#对多种抗菌药的耐药性不断增高#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的

困难)因此#对葡萄球菌的分离及耐药性监测对指导临床诊治

具有重要的价值+

#

,

)为探讨葡萄球菌的流行情况及其对某些

常用抗菌药的耐药情况#本文对
!""0

年
#

!

#!

月广西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标本中分离的葡萄球菌进行回顾性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菌株来自
!""0

年
#

!

#!

月门诊及住院患者

的血液*脓液*痰*前列腺液等各类标本)质控菌株为金黄色葡

萄球菌$

K'

%

'2OO!%0!(

)

$./

!

M1)

琼脂平板
!

购自郑州安图试剂有限公司)

$.'

!

药敏纸片
!

均为英国
ea394

公司的产品)

$.1

!

细菌分离培养和鉴定
!

按卫生部1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第
(

版%2进行)

$.2

!

药敏试验方法
!

采用
_1+

纸片琼脂扩散法(耐甲氧西林

葡萄球菌$

MTK

%的鉴定采用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结果按美

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O=9<97;=;<4G;:38;@38

>

K@;<4;846

N<6@9@F@5

#

OGKN

%标准进行判读)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M54O=9<

!

H;<F;8

>

!"##

!

U3=.&

!

*3.!



$.)

!

数据分析
!

采用
Z)e*W2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

!

结
!!

果

/.$

!

临床标本中共分离出
-0$

株葡萄球菌#其中
K'!%"

株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O*K

%

%,$

株$

$&.$/

%(耐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TK'

%

#"$

株#占
K'

的
,!.,/

#耐甲

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TO*K

%

,("

株#占
O*K

的

-&.-/

)

/./

!

K'

对
##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见表
#

)

表
#

!

K'

对
##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

(

抗菌药
MTK'

$

&̂ #"$

%

MKK'

$

&̂ #,,

%

MTO*K

$

&̂ ,("

%

MKO*K

$

&̂ ##$

%

青霉素
c -%.& 0(.! 0&.( -(.!

头孢西丁
#""." "." #""." "."

红霉素
00.# %(.# 0,.! %,.$

克林霉素
0$.! (!.! $-.( (!.-

环丙沙星
&$.& $.0 %&." #&.#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 "." ,#.0 ".0

复方新诺明
,%.( (.% $&.! ($.(

左氧氟沙星
-(.( $.( (0.! %.,

庆大霉素
-%.& #., ,#.% #".#

万古霉素
"." "." "." "."

利奈唑胺
"." "." "." "."

!!

注!

MKK'

为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

MKO*K

为甲氧西林

敏感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讨
!!

论

葡萄球菌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广#多为条件致病菌#当机体

免疫力低下*菌群失调或寄居部位改变时#可引起多种疾病)

葡萄球菌感染是革兰阳性菌感染中最常见的一种#尤其是

MTK

近年来有上升趋势#在一些综合性大医院高达
-"/

#给

临床治疗造成极大的困难+

!

,

)

本研究从临床标本中共分离出
-0$

株葡萄球菌#其中
K'

!%"

株#占
(#.,/

#

O*K%,$

株#占
$&.$/

(

MTK'#"$

株#占

K'

的
,!.,/

#

MTO*K,("

株#占
O*K

的
-&.-/

#与有关文献

报道相符+

(1%

,

)另外#

MTK'

*

MTO*K

表现为多重耐药#在对

##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分析显示#除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敏

感外#对其余
0

种抗菌药的耐药率为
,%/

!

#""/

#而
MKK'

*

MKO*K

仅对青霉素
c

和红霉素等
!

种抗菌药的耐药率超过

%"/

)可见
MTK

耐药率明显高于甲氧西林敏感的葡萄球菌#

且呈多重耐药)即对
$

1

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类*喹

喏酮类及克林霉素等均可表现为高度耐药)由此表明
MTK

$

MTK'

*

MTO*K

%的多重耐药情况已不容忽视#临床医生应重

视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科学合理地使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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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肝硬化患者凝血四项指标检测的临床意义

张瑞霞!赵志兰"山西省大同煤炭集团总医院检验科!山西大同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肝硬化患者凝血酶原时间"

S2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S22

#(凝血酶时间"

22

#(纤维

蛋白原"

9̀

D

#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测定
$"

例肝硬化患者及
$"

例健康对照者凝血水平$结果
!

肝硬化患

者的凝血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9̀

D

明显下降!

S2

(

'S22

(

22

均明显延长!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

结论
!

凝血水平可反映肝硬化患者的凝血功能状况!早期发现因肝病造成的凝血功能障碍!为临床治疗和观察提供

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

肝硬化&

!

凝血酶原时间&

!

活化促凝血酶原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纤维蛋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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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在凝血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当肝脏发生病变时可引

起严重的凝血因子*蛋白质合成代谢异常)肝硬化是肝病造成

的广泛的肝实质细胞的破坏和再生及纤维组织大量增生导致

肝小叶实质结构和血管床的异常重建#病毒性肝炎是引起该病

的主要原因)为探讨肝硬化患者的凝血功能变化和预后#本文

对
$"

例肝硬化患者和
$"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凝血酶原时间

$

S2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S22

%*凝血酶时间$

22

%*纤

维蛋白原$

9̀

D

%检测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肝硬化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

龄
(%

!

--

岁#均为本院
!""$

年
(

月至
!""0

年
#"

月门诊和住

院部已确诊的患者)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均为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人员#均无心*肝*肾及其

他疾病#采血前未服用任何药物)

$./

!

标本采集与处理
!

所有受检者采血前均未应用抗凝剂及

溶栓药物#空腹平静状态下抽取静脉血
#.&CG

#用
#"0CC3=

"

G

枸橼酸钠抗凝剂
".!CG

抗凝#充分混匀)以
("""8

"

C9<

#

离心
#%C9<

分离血浆#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测定
S2

*

'S22

*

22

*

9̀

D

#所有检测均在
!A

内完成)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O'1#%""

全自动血液凝固检测仪进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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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M54O=9<

!

H;<F;8

>

!"##

!

U3=.&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