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增加)实验室
('&'

年
(

月不完全数据显示#至
(

月
(4

日#

甲型
%&T&

检出率为
'

#乙型流感病毒阳性检出
4

例)相信依

据国家制定的防控措施和本州的实际情况#结合免疫接种等预

防手段#本州将遏制此次疫情)

流感常引起全球性的大流行#如在
&795

年和
&7):

年源于

亚洲的全球流感疫情分别导致
4''

万和
(''

万人死亡)在全

球范围内#每年流行的季节性流感也造成约
*''

万至
9''

万例

严重疾病和约
(9

万至
9'

万例死亡)而此次甲型
%&T&

疫情#

截止
('&'

年
(

月
&7

日#

`%"

公布至少
&97(4

人死亡)由此

可见#流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目前我国甲型

%&T&

疫情总体有所缓解#本州疫情也得到缓和#然而季节性

流感开始增加#因此继续加强对流感的监测是本中心流感网络

实验室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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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比色时间与存放温度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结果判读的影响

李
!

颖!黄永升"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检验科!南宁
!

9*''&&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比色时间与存放温度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PQ+28

$结果判读的影响%方法
!

用酶免试剂

盒对两对半标本进行检测%加终止液后分别置于不同条件下保存!用双波长 "

49'=N

#

)*'=N

$在不同时间段读取

各孔吸光度"

"V

$值%结果
!

各时间段与第一次相比!结果有明显变化%结论
!

比色时间及标本终止后的保存条件

对
PQ+28

的检测结果影响明显!应对其作有效限定%

"关键词#

!

比色时间'

!

存放温度'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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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5(07499

"

('&&

$

'40'49'0'*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PQ+28

%有敏感性高*特异性强*重复

性好的特点#但该法影响因素较多#如加样*温育*显色*比色等

都对检测结果的判读有着直接影响#国内亦有多篇报道,

&0(

-

)

本文着重对
%aJ8

,

*抗
0%aJ

*

%aA8

,

*抗
0%aA

*抗
0%aE

等两对

半项目进行检测#探讨比色时间延迟与存放温度对
PQ+28

吸

光度$

"V

%变化的影响#以提高
PQ+28

的质量)

$

!

材料与方法

$3$

!

仪器与试剂
!

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aJ8

,

*抗
0%aJ

*

%aA8

,

*抗
0%aA

*抗
0%aE

质控品#英科新创

$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两对半检测试剂盒)

#<

?

B;#!0

)'''

酶标仪)

$3/

!

方法
!

标本按说明书操作#加终止液后混匀#用双波长

$

49'=N

"

)*'=N

%读取
"V(

次#取其均值)将终止后标本分

别置于
*5U

温箱*

:U

冰箱*室温$

(9U

%暗处及室温$

(9U

%

亮处保存#前
&

小时每隔
&9NF=

比色
&

次#

(C

后每隔
*'NF=

比色
&

次#比色方法同上)观察
"V

值至
*C

的变化)

/

!

结
!!

果

两对半各项在不同存放温度下不同时段的
"V

值见表
&

)

两对半各项目
*C

不同存放温度下
"V

值的变化分别见图

&

!

9

)

表
&

!

两对半各项在不同存放温度下不同时段的
"V

值

项目 保存温度
保存时间$

NF=

%

' &9 *' 49 )' 7' &(' &9' &:'

%aJ8

,

*5U *3&&5 (3:*9 (3)5) (34'' (3*(: (3&94 (3'*7 &3744 &3:&'

:U (35(7 (3*59 &34(4 '3:7* '35*4 '3999 '34:: '34(9 '3*:(

(9U

$暗%

*3&&4 *3'5: (349) (3''* &35:( &34(5 &3*&( &3(&: &3&'5

(9U

$亮%

(3597 (3)*9 (3*'7 &3:*' &3945 &3(7( &3&(* &3'*4 '37:*

抗
0%aJ *5U *3&*( (3:74 (3)(: (34)5 (3*49 (3&:: (3':9 &377* &3:()

:U (3)5& (3*:' &3:** &3&:( '379' '35&* '3)&) '39(: '3455

(9U

$暗%

(374* (35'' &3:59 &39(& &3*): &3&*) &3'59 &3'&7 '3:97

(9U

$亮%

(35*5 (39&) &374( &397' &34(& &3(*& &3'7: &3'&* '3754

+

'9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Q<M-AK$>F=

!

XAMHL<H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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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两对半各项在不同存放温度下不同时段的
"V

值

项目 保存温度
保存时间$

NF=

%

' &9 *' 49 )' 7' &(' &9' &:'

%aA8

,

*5U *3)*: *3**9 (37(& (35&* (39)' (34'( (3*79 (3(95 (3&'*

:U (34&5 (3&74 (3&'* (3'*9 &37:: &3:*) &3549 &3)(( &395:

(9U

$暗%

(394) (345* (34** (3&)9 &3)55 &3)97 &39&* &3('' &3'&:

(9U

$亮%

*3)75 *39:' *3449 *34'( *3*97 *3()) *3&57 *3&&) *3&'*

抗
0%aA *5U (3&*: (3':: &37)( &37(5 &3:99 &35)) &3):7 &3)(: &394*

:U (3&)5 (3'4) &39*4 &3'*( '3:*: '3)95 '399& '34:* '3*9)

(9U

$暗%

(3:4: (3)7) &37*' &34&4 &3((: &3'(& '37** '3:7* '354)

(9U

$亮%

(349* (3*&4 (3&&7 &354* &39*) &3*(' &3&*) &3'*& '37::

抗
0%aE *5U &3457 &3*:) &3*)) &3*4' &3(7( &3()) &3((9 &3&7( &3'5*

:U &3*4) &3(:) &3(54 &3()4 &3(*: &3&44 &3'&& '3::9 '35(7

(9U

$暗%

&3):: &39'7 &347) &34): &34*7 &3*9* &3(74 &3(** &3&:5

(9U

$亮%

&3)57 &3)9( &3)*5 &3)&9 &39'' &3*(9 &3&:5 &3'59 &3'**

图
&

!

%aJ8

,

*C

内
"V

值的变化

图
(

!

抗
0%aJ*C

内
"V

值的变化

图
*

!

%aA8

,

*C

内
"V

值的变化

图
4

!

抗
0%aA*C

内
"V

值的变化

图
9

!

抗
0%aE*C

内
"V

值的变化

'

!

讨
!!

论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PQ+28

%法是目前免疫学检验的应用

最广泛的技术手段之一#是将抗原*抗体反应的高度特异性与

酶对底物催化作用的高效性相结合起来检测液体标本中微量

的免疫物质的一种方法#操作快速简便,

*

-

)

PQ+28

的操作常

涉及到标本的收集保存*试剂准备*加样*温育*洗板*显色*比

色等步骤#其中任一环节的操作不当都会影响测定结果)

目前国产
PQ+28

试剂盒的色原底物常为
8

*

a

两种液体#

分别为一定浓度的过氧化氢和四甲基联苯胺$

!-a

%#

!-a

经

过氧化氢作用后显蓝色#经酸性终止液则会使蓝色转变成黄

色#此时可用特定的波长$

49'=N

"

)*'=N

%测读
"V

值,

4

-

)

表
&

的数据及图
&

!

9

表明#两对半各项目的比色结果随

时间推移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与时间呈非线性负相关#在前
&9

NF=

内各项
"V

值相对比较平稳)在
*5U

下保存的样本
"V

值下降的速度相对较慢)除
%aA8

,

外#

%aJ8

,

*抗
0%aJ

*抗
0

%aA

*抗
0%aE4

项在
:U

保存时#其
"V

值的下降较其他
*

种

条件下要快得多)试验证明#观察和判读结果在
&9NF=

内完

成结果观察和判定较为理想#这与国内其他学者所作研究是一

致的,

90)

-

)因此#对
PQ+28

的比色时间及终止后样本的保存温

度应作有效限定#检测时应保证终止显色后及时比色)以免错

误结果影响对受检者的诊断和治疗)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常要

对大批样品进行检测#需较长时间进行读数#如果不能在
&9

NF=

内完成对样本的比色#也应当尽可能置于
*5U

环境下保

存#以尽可能减少对
"V

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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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老年
(

型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
))

例临床分析

李春北!张燕燕!曾兴蓉"四川省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

)&5')5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老年糖尿病并发泌尿系统感染的临床特点及细菌耐药情况%方法
!

对
))

例糖尿病并发

泌尿系统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

例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超过
)'

岁%

)'

岁以上糖尿

病合并泌尿系感染患者的感染率为
**39)6

!明显高于小于
)'

岁组"

I

"

'3'9

$%最常见的病原菌是大肠埃希菌!其

次是变形杆菌&肺炎克雷伯菌等%大肠杆菌及变形杆菌等对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头孢噻肟钠敏感%无明显尿路刺

激征
&9

例%死亡
&

例%结论
!

老年糖尿病并泌尿系感染多见于女性!早期经验性选用对大肠埃希菌敏感性高的抗

生素可缩短病程%无尿路刺激征泌尿系感染有相当比例!老年糖尿病患者应常规做尿常规检查%

"关键词#

!

(

型糖尿病'

!

泌尿系感染'

!

老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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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5(07499

"

('&&

$

'40'49(0'(

!!

(

型糖尿病患者易合并各种感染#而泌尿系感染在糖尿病

合并感染性疾病中居首位或仅次于呼吸道感染#其中大多数患

者为女性,

&0*

-

)作者对本院内分泌科
(''4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老年
(

型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

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内分泌

科住院的老年
(

型糖尿病患者#并且经中段尿培养确诊泌尿系

感染的患者
))

例)

$3/

!

诊断标准
!

糖尿病诊断按
`%"&775

年标准)泌尿系感

染以清洁尿沉渣中白细胞超过
9

个"
%Y

为筛选标准#白细胞

异常者另取晨起清洁中段尿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患者

体温超过
*:U

*膀胱刺激症状伴有腰痛*肋脊角压痛或叩击

痛#血白细胞升高者诊断为肾盂肾炎)患者主要表现为膀胱刺

激症状#有白细胞尿*血尿者诊断为下泌尿系感染)

$3'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采用
"

( 检验#

I

"

'3'9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临床特点
!

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
))

例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超过
)'

)女性泌尿系感染是男性的
&(3(

倍)超过
)'

岁

组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率
**39)6

#明显高于年龄小于
)'

岁组

的
&73(96

$

I

"

'3'9

%)无明显尿路刺激征者
&9

例$

((356

%)

/3/

!

感染类型及病原体
!

急性肾盂肾炎占
4(3*6

#下泌尿系

感染占
95356

)

))

例尿培养结果中#大肠埃希菌
4:

株

$

5(356

%#变 形 杆 菌
9

株 $

53956

%#肺 炎 克 雷 伯 菌
*

株

$

43946

%#阴沟肠杆菌
(

株$

*3'*6

%#粪肠球菌
(

株$

*3'*6

%)

培养出真菌
)

株#其中白色念珠菌
4

株#大肠埃希菌与白色念

珠菌混合感染
4

例)

/3'

!

药敏试验
!

大肠埃希菌及变形杆菌等对环丙沙星*氧氟

沙星*头孢噻肟钠*复方甲基异恶唑敏感#对庆大霉素*头孢唑

林*氨苄西林耐药)粪肠球菌对呋喃妥因和磺胺嘧啶敏感#白

色念珠菌对氟康唑*两性霉素敏感)

/31

!

治疗结果
!

))

例患者中#

&)

例采用二联抗生素治疗#其

余为一联抗生素治疗)疗程
*

!

4

周#以尿培养结果阴性为治

愈标准)其中治愈率为
:(3*6

)

9

例在停药后
*

周内复发#

&

例因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

!

讨
!!

论

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以女性居多#为男性的
&(3(

倍#与

文献报道相符)其原因与女性泌尿器官的解剖生理及妊娠*经

期*导尿等诱发感染的机会较多有关)其中老年女性的发病率

高于青年女性#其原因为老年女性尿道组织发生生理改变#如

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使尿道黏膜萎缩#萎缩的上皮

不能有效抵御病菌)

糖尿病合并泌尿系感染的机制为!$

&

%长期高血糖状态使

血浆渗透压升高#抑制白细胞吞噬能力#使体内蛋白质合成减

少*分解加快#以致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生成能力减弱#淋巴细

胞转化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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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淋巴细胞和抗体数量减少#从而使机体免疫

功能下降而发生感染,

4

-

)并且血糖水平与感染的发生率呈正

相关性)$

(

%老年糖尿病患者大多病程较长#糖尿病慢性并发

症更为常见#糖尿病患者的血管神经病变使患者易患神经性膀

胱#致使膀胱和输尿管运动能力降低#膀胱不能排空*尿潴留#

加之尿糖增多更为细菌入侵*滋生*繁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

且尿潴留常需反复导尿#易发生逆行性尿路感染#甚至引起肾

盂肾炎)以及病情较重#甚至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

%糖

尿病患者长期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血糖控制不良#病程长#

老年患者免疫系统老化防御机能下降等都有利于细菌的生长

繁殖#导致尿路感染,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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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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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糖尿病尿路刺激征不明显#

可能与高血糖*多尿可掩盖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征#以

及糖尿病神经病变致感觉神经局部敏感性应激性差有关)关

于抗生素选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

%无药敏试验结果时#宜选用

对革兰阴性杆菌有效的抗菌药)本组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大肠

埃希菌*克雷伯菌*变形杆菌等对复方磺胺甲基异恶唑*环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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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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