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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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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KM'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污水*自来水*土壤中#动物及人

体内均有寄居#为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可引起呼吸道*尿道*伤

口感染*心内膜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其中以下呼吸道感染

率最高)本组结果显示
KM'

来自呼吸道的标本占
-%.$/

#与

文献报道
$(.(/

!

-0.!/

相似+

#1(

,

#可能与该菌在人体内大部

分正常寄居呼吸道有关)病区分布以外科居首位#其次为

NOb

)患者年龄分布
$"

岁以上占
&(.(/

#与文献+

,1%

,报道相

似)提示施行各种侵入性检查和治疗以及抗菌药使用时间较

长#患者年老体弱#抵抗力低下#易引起该菌感染)

本组药敏结果显示#

KM'

对广谱青霉素类*碳青霉烯类*

头孢类等抗菌药均有较高耐药率#除替卡西林"棒酸耐药率低

于
%"/

外#其他
&

种药物耐药率在
$,.#/

!

#""."/

)该菌对

$

1

内酰胺类抗菌药的高度耐药性是由于该菌可产生两种
$

1

内

酰胺酶!

G#

金属酶和
G!

丝氨酸
$

1

内酰胺酶)

G#

既是青霉素

酶#又是碳青霉烯酶#可水解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

类抗菌药及
$

1

内酰胺酶抑制剂(

G!

为头孢菌素酶#主要水解头

孢菌素类*单环头孢菌素类抗菌药+

$

,

#

$

1

内酰胺酶抑制剂可抑

制其活性)另外#

G#

和
G!

均为染色体酶#存在于菌体内#均可

被诱导)有文献报道
$(/

的
KM'

可产生诱导型
$

1

内酰胺酶#

而亚胺培南是一种很强的
$

1

内酰胺酶诱导剂#因此#随着亚胺

培南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该菌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抗菌

药的耐药性也明显升高#其对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庆大霉素等

氨基糖苷类药物耐药率高达
0(.$/

!

#""."/

#与文献+

(

,报

道相似)对氨基糖苷类药物耐药主要是由于修饰酶的作用#能

将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游离氨基乙酰化#并将其游离羟基磷酸

化*核苷化#由此导致抗菌药物失去活性)氨基糖苷类药物结

构相似#故常出现明显的交叉耐药现象#因此临床上对该菌引

起的感染不宜使用这类药物)该菌对氟喹诺酮类中的环丙沙

星耐药率也高达
%0."/

#这与临床上使用率较高有关)此外#

该菌对喹诺酮类耐药除了外排泵和膜屏障外#还与靶位旋转酶

)

基因$

D>

8'

*

D>

8+

%和拓扑异构酶
,

基因$

B

;8O

*

B

;8X

%的突变

有关)本文结果显示
KM'

对复方新诺明全部敏感#与张璞玉

等+

(

,报道的敏感率
0%.&/

相近#而与文献+

!

#

%

#

$

,报道的

$".-/

!

-%."/

稍有差异#这可能与本院临床较少使用该药

有关)

总之#

KM'

主要引起呼吸道感染#侵入性检查和治疗以及

抗菌药物使用时间较长#患者年老体弱#抵抗力低下等#是该菌

易感因素)

KM'

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状况十分严重#应该注

意对该菌的耐药监测#同时对该菌引起的感染应结合药敏试验

结果进行治疗#复方新诺明可作为首选药物#其次替卡西林"棒

酸可作为联合用药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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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免疫印迹法和
WGNK'

检测过敏原结果比较

曾东良!姜焕好!庄洁伟!曹国磊!饶宗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对目前常用的两种测定过敏原的方法进行比较!找寻操作简便(成本低廉(安全可靠(易被患者

接受的方法$方法
!

采用免疫印迹法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GNK'

#测定过敏原$结果
!

通过对
#%0

例过敏性疾病

患者的血清进行检测!发现两种方法对屋尘和肉类过敏原的测定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其他过敏原均无显著差异$结

论
!

免疫印迹法和
WGNK'

比较各有优缺点!因缺乏有关特异性
N

D

W

抗体和过敏原的国际标准!不同方法测得结果

不一定一致!所以应注意不同方法的差异性和相关性$

"关键词#

!

变应原&

!

过敏反应&

!

免疫球蛋白
W

&

!

免疫印迹法&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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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0,%%

"

!"##

#

"!1"#0%1"!

!!

目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每
(

个人中就有一个患过敏性疾

病#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加#过敏性疾病已成为严

重的世界性卫生问题+

#

,

#需要进行过敏原检测的患者越来越

多)本文对目前常用的两种测定过敏原的方法进行比较)

$

!

资料与方法

$.$

!

实验对象
!

选取
!"#"

年
(

!

%

月在本院就诊的
#%0

例过

敏性疾病患者的血清标本进行检测#病种包括过敏性鼻炎
,#

例#荨麻疹
&0

例#支气管哮喘
!,

例#其他过敏性疾病
%

例)临

床诊断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

$./

!

检验方法

$./.$

!

免疫印迹法
!

试剂由德国
M54966

公司提供#选取华南

地区组合#包括吸入组+户尘螨*屋尘*桑树*猫毛皮屑*狗毛皮

屑*蟑螂*苋菜*霉合$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草

粉组合$栎*榆*梧桐*柳*三角叶杨%*总
N

D

W

,和食入组$鸡蛋

白*牛奶*青贝*蟹*虾*牛肉*芒果*腰果*菠萝*总
N

D

W

%)试剂

室温放置
("C9<

后#用清洗液湿润硝酸纤维素膜#然后加入

!%"

%

G

血清#在混匀器上室温孵育
,%C9<

#用清洗液冲洗
%

次#加入
!%"

%

G

抗
1

抗体#在混匀器上室温孵育
,%C9<

#冲洗#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M54O=9<

!

H;<F;8

>

!"##

!

U3=.&

!

*3.!



加入
!%"

%

G

链霉亲和素标记物#孵育
!"C9<

#冲洗#加入
!%"

%

G

底物#孵育
!"C9<

#冲洗#终止底物酶反应#干燥后#用专用

阅读仪测定)试验需时
(A

左右)

$././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GNK'

%试剂由深圳博卡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包括吸入组+屋尘*粉尘螨*真菌$烟曲霉*链格

孢*多立枝孢%*多价兽毛$猫毛*狗毛%*多价羽毛$鸡毛*鸭毛%*

蟑螂$美洲大蠊*德国小蠊%*蛾翅*香烟*桑蚕丝*春季和夏秋季

花粉*总
N

D

W

,和食入组+牛奶*鸡蛋*海鲜$大闸蟹*基围虾%*淡

水鱼$鲤鱼*草鱼*鳙鱼%*肉类$牛肉*羊肉*鸡肉*鸭肉%*花生和

大豆*谷物$玉米*小麦%*芝麻*蔬菜$洋白菜%*调味品$葱*蒜%*

总
N

D

W

,)试剂室温放置
("C9<

#每孔加入
%"

%

G

血清和
#""

%

G

样品稀释液#

(-Q

孵育
(A

#洗涤#加入生物素
1

抗人
N

D

W

#

(-

Q

孵育
("C9<

#洗涤#加入
#""

%

G

辣根过氧化物酶
1

链亲和素

结合物#

(-Q

孵育
("C9<

#洗涤#加入显色剂
'

*

+

液各
%"

%

G

#

(-Q

孵育
#"C9<

#加
%"

%

G

终止液#酶标仪选择双波长
,%"<C

和
$("<C

读取吸光度$

eX

%值#根据
eX

值差值的大小#应用

配套软件判断特异性
N

D

W

和总
N

D

W

的级别)试验需时
%A

左

右)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由于两种方法所测过敏原项目不是完全相同#本研究选择

相同或相似的项目进行比较#吸入组包括屋尘*粉尘螨*真菌*

兽毛*蟑螂*花粉组合#食入组包括牛奶*鸡蛋*海鲜*肉类*坚

果类)

/.$

!

两种方法阳性率
!

免疫印迹法总
N

D

W

阳性率为
-&.!/

#

吸入组阳性率前
(

位分别是户尘螨
%,

例$

(,."/

%*屋尘
,%

例

$

!&.(/

%*花粉组合
(0

例$

!,.%/

%)食入组阳性率前
(

位分

别是海鲜
(!

例$

!".#/

%*鸡蛋
!$

例$

#$.,/

%*肉类
!#

例

$

#(.!/

%)

WGNK'

总
N

D

W

阳性率为
&".,/

#在吸入组阳性率前
(

位

分别是户尘螨
%#

例$

(!.#/

%*花粉组合
,#

例$

!%.&/

%*屋尘

!0

例$

#&.!/

%)食入组前
(

位阳性率分别是海鲜
(-

例

$

!(.(/

%*肉类
($

例$

!!.$/

%*鸡蛋
!&

例$

#-.$/

%)

/./

!

两种方法结果比较
!

见表
#

)在结果中#两种方法检测

屋尘与肉类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D

#

"."%

%#其余

过敏原两种方法均无明显差异)

表
#

!

#%0

例标本两种方法的阳性结果比较%

&

&

/

()

吸入组

过敏原
印迹法

WGNK'

食入组

过敏原
印迹法

WGNK'

户尘螨
%,

$

(,."

%

%#

$

(!.#

% 海鲜
(!

$

!".#

%

(-

$

!(.(

%

花粉组合
(0

$

!,.%

%

,#

$

!%.&

% 鸡蛋
!$

$

#$.,

%

!&

$

#-.$

%

屋尘"

,%

$

!&.(

%

!0

$

#&.!

% 肉类"

!#

$

#(.!

%

($

$

!!.$

%

真菌
(#

$

#0.%

%

!-

$

#-."

% 牛奶
#&

$

##.(

%

#%

$

0.,

%

兽毛
!,

$

#%.#

%

!$

$

#$.(

% 坚果类
##

$

$.0

%

#(

$

&.!

%

蟑螂
#-

$

#".-

%

#,

$

&.&

%

R R R

!!

注!两种方法比较#

"

D

#

"."%

)

R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

!

N

D

W

是过敏性疾病患者在接触过敏原时由浆细胞释放的

特异性抗体#过敏性疾病寻找过敏原通常称为特异性诊断#即

检测患者的特异性
N

D

W

#对患者的特异性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

意义)特异性诊断分为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体内试验常用方

法是皮肤点刺试验$

KS2

%#由于该试验的结果判断具有一定的

主观性#某些严重过敏者还可能出现强烈过敏反应#具有一定

风险#而且针刺给患者带来较多的痛楚#现在除了药敏试验外

一般较少使用)而体外测试过敏原只需少量血清即可进行多

种特异性
N

D

W

检测#可定量或半定量#其敏感性和阳性率比皮

肤试验高+

!1(

,

#且受患者服食药物影响较小#对患者几乎无痛

苦#尤其儿童患者更乐意接受)近年来用于过敏原检测的方法

有荧光免疫酶技术$

ẀN'

%*化学发光技术*免疫印迹和免疫层

析*

WGNK'

等#前两种方法需要特殊设备#所需设备和试剂都

比较昂贵)

WGNK'

和以免疫印迹原理为基础的半定量检测特

异性
N

D

W

的方法#由于价格相对比较低廉且能基本满足临床需

要#现已广泛应用)

'./

!

本文对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两种方

法的实验步骤都比较简单#

WGNK'

耗时较免疫印迹法长)在

结果上#两种方法对屋尘与肉类测定结果差异较大#屋尘可能

是两种方法采用的抗原组分复杂性不同所致#肉类印迹法用的

是牛肉#而
WGNK'

用的是多种肉类作抗原#因而造成结果差异

较大#其余过敏原结果符合率较高)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各种

过敏原检测时使用的抗原多为未加工食物提取物#而一些食品

在处理过程中会使食物过敏原性加强#这也是今后食入过敏原

检测需要注意的问题+

,

,

)

'.'

!

免疫印迹法采用的是德国
M549J966J7

公司生产的
'==51

8

>

K7855<

过敏原检测系统#该系统中浓缩的过敏原未经过任

何修饰地连接到硝酸纤维素膜上#并使用生物素
1

亲和素放大

系统#使得微量的
N

D

W

亦可被检测到)该系统结果稳定#不需

要昂贵仪器#目前在临床上使用较多)但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印

迹法检测系统多为外国进口#价格较贵#而且与我国同类过敏

原抗原决定簇不一致#不符合我国人群的过敏原谱#检测患者

对其不可能接触到的过敏原的敏感性#不仅无益于指导临床#

还会增加患者负担+

%

,

#值得临床考虑)

WGNK'

也是近年来在

临床上使用较多的方法#而且已多为国产试剂)该方法采用生

物素
1

抗生物素蛋白的放大#提高了检出特异性
N

D

W

的敏感性#

且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全部抗原来自国内#更适合中国人的过

敏原检测#不需要特殊设备)但该方法容易受交叉反应影响而

导致检测结果呈假阳性#此方法的独立性还有待提高)

'.1

!

因为缺乏有关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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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和过敏原的国际标准#使

用不同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也不一定一致)因此使用时应注意

不同方法的差异性和相关性#选择适合的方法进行过敏原检

测#对过敏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很大帮助)血清中过敏原特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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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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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仅能说明个体对已测过敏原的敏感性#不能仅依

靠检测血清中的过敏原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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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还应结合患者临床病

史和其他检测手段才能准确诊断过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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