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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方法检验
'R

病毒的临床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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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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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比分析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SZT*

#法和实时定量
&Wf

法检验
'R

病毒的临床效果$方法
!

抽取
5%

例活检确诊为鼻咽癌患者和
5%

例经门诊体检健康的成人静脉血
5.S

!分离血清!分别以两种方法进行检

测!比较灵敏度与特异度$结果
!

单项检验以
'SZT*

检测
'*)Z

H

*

的灵敏度最高为
(#8"[

!以
'SZT*

检测
'*)

Z

H

N

的特异度最高为
(%8([

!

'SZT*

检测三项联合的灵敏度为
(98![

&特异度为
9U89[

!而
&Wf

法的灵敏度为

!(8#[

&特异度为
968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结论
!

'SZT*

法三项联合检测
'R

病毒的临

床效果较好!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与特异度!能够提高
'R

病毒血清学的诊断效果$

"关键词#

!

'R

病毒'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实时定量
&Wf

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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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病毒$

'RX

%是主要感染人类口咽部上皮细胞和
R

淋

巴细胞的一种疱疹病毒.

6

/

*在我国南方的鼻咽癌患病人群中

可检测到有
'R

病毒基因组的存在*因为
'RX

较难分离培

养#临床上采用细胞内
'RX

基因组及其表达产物的检测方法

检测*本文对比分析常用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SZT*

%检测

病毒壳抗体$

XW*)Z

H

*

%与早期抗体$

'*)Z

H

*

和
'*)Z

H

N

%#与

实时定量
&Wf

法检测血清游离
'RXbY*

的方法和结果#现

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血清材料
!

'R

组!抽取
5%

例活检确诊为鼻咽癌患者的

静脉血
5.S

#并分离血清*对照组!抽取
5%

例经门诊体检健

康的成人静脉血
5.S

#分离血清*

$8/

!

'SZT*

检测
!

XW*)Z

H

*

(

'*)Z

H

*

和
'*)Z

H

N

选用深圳

博卡公司的
'R

病毒
XW*)Z

H

*

抗体检测试剂盒#并按说明书

严格操作*

5"#C.

波长测值每孔吸光度
*

值#以
*

值超过阴

性对照值
#8"

判断为阳性*选用
b>K;

公司生产的
Z

H

*

和
Z

H

N

试剂#以
5(#C.

和
!$#C.

双波长扫描每孔吸光度
*

值#以
*

值超过阴性对照值
#8"

判断为阳性*

$8'

!

&Wf

法检测
!

'RXbY*

试剂选自中山医科大学有限公

司生产的#按照说明书严格操作#并以荧光强度曲线来判断标

本到达阈值所需循环数
W?

值#以
W?

值为
#

判断为阴性#

&

5#

判断为阳性*

$81

!

计算公式
!

灵敏度为
'R

组阳性数"
'R

组总例数#特异

度为对照组阴性数"对照组总例数*

$8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T&TT698#

统计软件行
*

% 检验#以
K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检测结果阳性例数及阳性率见表
6

#由此可见#单项检验

以
'SZT*

检测
'*)Z

H

*

的灵敏度最高为
(#8"[

#以
'SZT*

检

测
'*)Z

H

N

的特异度最高为
(%8([

#

'SZT*

检测三项联合的

灵敏度为
(98![

#特异度为
9U89[

#而
&Wf

法的灵敏度为

!(8#[

#特异度为
968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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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R

组和对照组两种检测方法阳性例数及阳性率比较)

5

%

[

&*

组别
XW*)Z

H

* '*)Z

H

* '*)Z

H

N XW*)Z

H

*_'*)Z

H

*_'*)Z

H

N 'RXbY*

'R

组
$9

$

UU86

%

$U

$

(#8"

%

$!

$

U"89

%

56

$

(98!

%

%(

$

!(8#

%

对照组
(

$

%68$

%

"

$

668(

%

$

$

986

%

(

$

%68$

%

6%

$

%U8!

%

'

!

讨
!!

论

'RX

主要感染人类口咽部的上皮细胞和
R

淋巴细胞*有

研究表明其可能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发

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在鼻咽癌患者血清

中均存在高于健康人抗体水平的
'R

病毒抗体#在我国南方的

鼻咽癌患病人群中也检测到有
'R

病毒基因组的存在*目前

检测
'RX

的
XW*)Z

H

*

(

'*)Z

H

*

水平被认为是血清学诊断鼻

咽癌的主要检验方法.

%)5

/

#传统的免疫酶标法也被逐步改进和

被
'SZT*

所代替*而
&Wf

法检测
'RXbY*

水平正被作为

一种新的反映肿瘤临床诊断的方法*

XW*)Z

H

*

水平对
'RX

检测的灵敏度较高#但也有报道证

明其特异度较低#本文研究结果
'SZT*

检测
XW*)Z

H

*

的特异

度为
9U89[

#误诊率远高于其他两项#这与报道结果相符#传

统的免疫酶标法也正是因此被人们所注意改进*蒋卫红等.

"

/

研究表明#鼻咽癌患者血清存在多种
'RX

抗体#而
'SZT*

法

能够较好地反映
XW*)Z

H

N

#三项联合能够得到较好的灵敏度

与特异度#这也客观地反映了此种结果*但这些抗体的水平却

无法反映肿瘤的临床分期#因此一种新的
'RX

检测法即
&Wf

法检测
'RXbY*

被人们所重视#它也被作为临床检查的一种

辅助方法#并已被作为治疗效果的评估指标.

!

/

*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
'SZT*

法和实时定量
&Wf

法检验
'R

病毒的临床效果#得出
'SZT*

法三项联合检测
'R

病毒的临

床效果较好#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与特异度#能够提高
'R

病毒

血清学的诊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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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仪
X<A1>:f'g)%5#

检测血样本结果分析

郝金中!张红升"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输血科
!

5""###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败血症患者病原菌分布及其常见病原菌耐药情况$方法
!

患者血培养标本经美国
X<A1>)

:f'g

血培养仪培养!分离所得菌株用英国先德
*fZT%2

进行鉴定药敏!比较前
"

位细菌耐药特征$结果
!

%#5

株

病原菌中!医院感染菌共
6(5

株!占
(U89[

'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假丝酵母

菌&阴沟肠杆菌为主!病原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较高!且医院感染菌的多重耐药率高于院外感染菌$结论
!

临床需及时掌握败血症的细菌分布及其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现象和动态变化!对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败血症'

!

细菌培养'

!

抗药性!细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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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血症是严重的全身性感染#病情复杂且死亡率较高#血

培养是确立败血症的重要依据#明确败血症的病原菌#对临床

有针对性地抗菌治疗至关重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培养方法也

从手工(半自动发展到全自动血培养仪的临床应用#提高了病

原菌检出率#缩短了检测时间#为临床诊治败血症提供了快速(

准确的病原菌诊断#为此#采用
X<A1>:f'g%5#

血培养仪对

6!$#

份临床标本进行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标本来源与采集

$8$8$

!

标本来源
!

来自本院
%##(

年
6

月至
%#6#

年
!

月急诊

及各病区患者临床血液标本
6!$#

份*

$8$8/

!

标本采集
!

要求在抗生素使用前#发热初期或寒战时#

间隔
6#.EC

采血两瓶*采血量应按成人
"

"

6#.S

#儿童
$

"

"

.S

为宜#骨髓采集量常为
6

"

%.S

#立即注入专用需氧瓶*

$8$8'

!

仪器与试剂
!

一次性全封闭
X<A1>:f'g%5#

系统专

用需氧血培养瓶#全自动血培养系统$

X<A1>:f'g%5#

%#全自

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fZT%2

%(药敏板(鉴定卡为英国先德公司

产品*

$8/

!

标本处理

$8/8$

!

采集患者的血液标本#按
X<A1>:f'g%5#

操作程序加

入血培养瓶#该仪器温度保持在
$"i

对每一个培养瓶进行
%5

@

每
6%

分钟自动连续检测*

$8/8/

!

阳性培养瓶处理
!

凡系统报告为阳性时#应及时转种

血琼脂平板(麦康凯平板(巧克力平板#置
$"i

培养
6U

"

%5@

#

同时涂片做革兰染色(镜检#并将结果通知临床作为血培养的

一级报告#将分离的菌株按操作程序做鉴定及药敏试验#经
6!

"

%5@

后作最终报告*

$8/8'

!

阴性培养瓶处理
!

培养监测
9F

后显示阴性瓶者#按

常规步骤卸瓶#涂片镜检并盲种于血琼脂平板
!

麦康凯平板
!

巧克力平板置
$"i

培养
6U

"

%5@

后#若无细菌生长#方可报

告无菌生长*

$8'

!

耐药菌检测
!

b):<1?VfT'TRS1

采用
WSTZ%##U

年推

荐的确证方法*

$81

!

质量控制
!

采用金黄色葡萄球菌
*:WW%"(%$

(大肠埃希

菌
*:WW%"(%%

和铜绿假单胞菌
*:WW%9U"$

进行药敏质控

$购于省临床检验中心%*

$82

!

数据分析
!

用
Ma+Y':)"

软件进行分析*

/

!

结
!!

果

/8$

!

病原菌的分布
!

血样本总阳性率
668([

*在检出的
%#5

株病原菌中#革兰阴性杆菌占
5!86[

$

(5

"

%#5

%#其中大肠埃希

菌
%$8"[

$

5U

"

%#5

%)革兰阳性球菌占
5"86[

$

(%

"

%#5

%#以凝固

酶阴性葡萄球菌$

WYT

%为主#占
%(85[

$

!#

"

%#5

%#其次为金黄

色葡萄球菌占
668U[

$

%5

"

%#5

%)白色假丝酵母菌占
"8([

$

6%

"

%#5

%*见表
6

*

表
6

!

%#5

株微生物种类分布及构成比

细菌名称 株数
构成比

$

[

%

细菌名称 株数
构成比

$

[

%

革兰阴性杆菌
(5 5!86

!

溶血葡萄球菌
6" 98$

!

大肠埃希菌
5U %$8"

!

腐生葡萄球菌
9 $85

!

阴沟肠杆菌
6$ !85

!

人葡萄球菌
! %8(

!

铜绿假单胞菌
6# 58(

!

头葡萄球菌
! %8(

!

鲍氏不动杆菌
U $8(

!

其他
WYT 5 %8#

!

肺炎克雷伯菌
U $8(

!

粪肠球菌
$ 68"

!

落氏不动杆菌
% 68#

!

屎肠球菌
% 68#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68#

!

酪黄肠球菌
6 #8"

!

木糖氧化产碱杆菌
6 #8"

!

肺炎链球菌
6 #8"

!

芳香沙雷菌
6 #8"

!

停乳链球菌似马亚种
6 #8"

!

聚团多源菌
6 #8"

真菌
6U U8U

革兰阳性球菌
(% 5"86

!

白色假丝酵母菌
6% "8(

!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668U

!

热带假丝酵母菌
" %8"

!

表皮葡萄球菌
%% 6#8U

!

季也蒙假丝酵母菌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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