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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痰标本中痰涂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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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为同一例患者%#培养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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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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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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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痰标本涂片与培养结果比较
!

见表
6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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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痰标本与培养结果比较

性状 标本数
涂片阳性

标本数
涂片阳性人数

培养阳性

标本数
培养阳性人数

* $# $ 6 $ 6

W (# # # 6 6

b U9 # # % %

'

!

讨
!!

论

'8$

!

本次结核病筛查中#

2

线检查共
6$56

例*诊断为活动

性肺结核患者
"

例#痰涂片阳性
6

例#痰培养阳性
5

例$其中
%

例诊断为非结核%*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患病率
"

"

6$56

$

$9$

"

6#

万%#

"

阳患病率
6

"

6$56

$

9"

"

6#

万%#菌阳患病率
%

"

6$56

$

65(

"

6#

万%#与文献报道相比.

$

/

#差别不大*

'8/

!

在痰培养阳性
5

例患者中#有
%

例是
2

线未见异常#仅有

咳嗽(咳痰等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据了解#这
%

例患者在其他

医院也拍过
2

线检查#也未见异常#而且也经常规抗生素治

疗#效果不理想*经过抗结核治疗
6

个月后#患者的咳嗽(咳痰

症状很快消失了*今后#在日常门诊工作中#如果遇到这种有

肺结核可疑症状#而抗炎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必须动员患

者进一步做抗酸杆菌培养*

'8'

!

本次结核病筛查中#痰标本合格率仅为
"98(9[

#这主要

是留即时痰时#医生没有交代清楚#患者不知道该如何留取合

格痰标本*指导患者如何留取合格痰标本.

5

/是医生的首要

任务*

'81

!

通过本次筛查发现#抗酸杆菌培养有必要在基层防痨机

构开展.

"

/

*就目前广西而言#基层防痨机构也基本具备开展培

养的硬件!有生物安全柜#高压灭菌器#培养恒温箱*缺的是技

术#只要区结核病防治所加大技术培训#在广西全部县级防痨

机构开展痰培养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

6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

痰涂片镜检质量保证手册.

V

/

8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5

!

")6U8

.

%

/ 中国防痨协会
8

结核病诊断细菌学检验规程.

P

/

8

中国防

痨杂志#

6((!

#

6U

$

$

%!

6%9)6$58

.

$

/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
8

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

.

T

/

8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8

.

5

/ 岳红卫#梁瑞芳#宋尚林
8

抗酸杆菌检测的质量保证.

P

/

8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

9

$

6%

%!

6%9U)6%9(8

.

"

/ 尤洪普#杨为斌#刘万珍
8

湖北省荆门市结核病实验室检

测能力及现状分析.

P

/

8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

9

$

$

%!

%%9)

%%U8

$收稿日期!

%#6#)66)#6

%

三种梅毒血清学诊断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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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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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梅毒血清学试验筛选诊断梅毒的方法!对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学试验"

:f4T:

#和梅毒特

异性抗体检测-包括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SZT*

#.做进一步的方法学比较$

方法
!

对
%##U

年
6

月至
%##(

年
6%

月确诊为各期梅毒的阳性血清标本
"!"

例$每份标本同时用
:f4T:

&

:&&*

&

'SZT*$

种方法进行测定$结果
!

:f4T:

试验检测梅毒血清阳性率
%(89[

!

:&&*

法阳性率
($8![

!

'SZT*

法阳

性率
(!86[

$

:&&*

与
:&)'SZT*

方法比较!两种方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

:f4T:

与
:&)'SZT*

&

:&)

&*

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6

#$结论
!

'SZT*

法和
:f4T:

法可作为常规检测梅毒血清学试验

的方法!阳性标本再用
:&&*

法进行确定$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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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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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是一种经典的性传播疾病#梅毒螺旋体属于密螺旋体

的苍白亚种#是引起人类梅毒的病原体*其传染性强#危害性

大#感染后可以引起全身各组织(器官的损害#危害较大*近年

梅毒的发病呈上升趋势#因此对梅毒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已

成为当前重要问题#尤其对控制其蔓延至关重要*实验室如何

更合理地选用检测方法#避免错诊(误诊(漏诊而产生医患纠纷

等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就如何更合理地利用甲苯胺红不

加热血清学试验$

:f4T: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SZT*

%(梅毒

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

%

$

种不同方法为临床对梅毒

的辅助诊断在此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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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8$

!

试验材料
!

%##U

年
6

月至
%##(

年
6%

月在本院皮肤科(

外科门诊就诊患者和住院患者
"9U!

例#根据
%###

年中国卫

生部防疫司颁布的性病诊断依据#其中
"!"

例临床确诊为梅毒

感染*

$8/

!

试剂与仪器
!

:f4T:

试剂盒由郑州安图绿科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提供*

:&&*

试剂盒由日本富士株式会社提供*

'SZT*

试剂盒由北京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酶标仪为

'S2U##

型#洗板机为
'S2"#

型#均由
RZ+ :'gZYT:f4)

V'Y:TZYW

提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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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

:f4T:

(

:&&*

(

'SZT*

的检测均严格按使

用说明书操作#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每份标本同时用

:f4T:

(

:&&*

(

'SZT*$

种方法进行测定*

$8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X68!6

软件进行统计*不同方法间

的比较用
*

% 检验*

/

!

结
!!

果

:f4T:

试剂检测
"!"

例梅毒血清#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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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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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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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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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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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梅毒血清#其中
"%(

例阳性#

$!

例阴性#阳性率
($8![

*

'SZT*

法测定
"!"

例梅毒血清#其中
"5$

例阳性#

%%

例阴性#

阳性率
(!86[

*

:&&*

与
'SZT*

方法比较#两种方法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K

(

#8#"

%*

:f4T:

与
'SZT*

(

:&&*

两种方法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6

%*

'

!

讨
!!

论

'SZT*

阳性的标本#表明标本中含有梅毒特异性抗体#是

感染的标志*双抗原夹心
'SZT*

螺旋体特异性抗体其结果为

客观读取#易于保存#可以自动化(标准化(大批量同时检测#工

作中对
'SZT*

的室内质量控制也有更多的经验#故更宜采用*

:f4T:

是非特异性梅毒血清学试验的常用方法#但如果

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f&f

%滴度很低#低于
6j5

以

下#不排除假阳性的可能#因为一些年老人(感冒(风湿病等都

可能导致假阳性的现象*

:f4T:

法为非特异性试验#存在一

定的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不易作为梅毒筛选试验#以免引起

漏诊*

:f4T:

阳性的患者往往是梅毒现症感染者#临床上即

可开展治疗#并且随着成功的治疗滴度逐渐下降#可以作为疗

效观察的指标*

:&&*

是梅毒的确认试验#检测特异性抗体#常用于筛检

阳性标本的确认#具有特异性强(敏感性高#血清(血浆皆可用

于检测的特点*但其结果为主观判断#不易保存#出具滴度结

果时成本较高#反应时间较长#最少需要
%@

以上#对操作人员

的水平要求较高#不适于大批量的筛选试验*

'SZT*

阳性(

:f4T:

阴性的患者#一般为梅毒既往感染

者*一 般 说#如 果
f&f

和
:&&*

"梅 毒 螺 旋 体 血 凝 试 验

$

:&a*

%两个阳性#诊断成立*本文的数据反映!

'SZT*

与

:&&*

的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K

(

#8#"

%#且无假阴性

结果*

:f4T:

法与
:&&*

法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8#6

%#而
'SZT*

与
:&&*

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8#"

%*故作者推荐常规检测梅毒血清学试验的常用方法为

'SZT*

和
:f4T:

法#阳性标本再用
:&&*

法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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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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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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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建立肌酐校正
)

碱性氯化亚锡还原法测定尿中汞的分析方法$方法
!

尿样不进行消化处理!采

用肌酐校正
)

碱性氯化亚锡还原
)

冷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尿中汞含量$结果
!

尿中汞含量必须采用肌酐校正$结论

!

此法快速&简单&回收率高!适用于大规模样品的测定$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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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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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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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氯化亚锡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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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是惟一的一种在常温下呈液体并易流动金属#它是一种

剧毒的金属#具有较强的挥发性*汞通常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内#并经过血液循环进入全身各器官#并造成危害*汞由尿液(

粪便(胆汁(乳汁等排出#尿汞的排泄量占总排出量的
9#[

#有

%

"

$

是经肾脏排泄*因此对尿中汞进行测定是判断汞中毒的

一个重要手段*尿中汞的分析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有酸性氯

化亚锡还原法(碱性氯化亚锡还原法(原子荧光法等#前者尿样

要消化处理#用到高锰酸钾其试剂本底高#对结果影响大#后者

灵敏度很高#但盐酸本底荧光强度高#仪器对检测环境要求严*

为了适应
%##9

新版职业卫生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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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采用肌酐校

正
)

碱性氯化亚锡还原
)

冷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尿中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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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晨尿(随机尿需不需要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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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样不进行消化处理#直接

采集晨尿(随机尿尿样#结果采用肌酐校正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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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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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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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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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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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本县照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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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职

工尿样进行测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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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晨尿$早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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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尿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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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随

机尿$为随时采集一次尿样%*肌酐值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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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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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和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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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的尿液为不正常#需要重新采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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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代表性的尿

样#观察肌酐校正尿汞前后的检测结果*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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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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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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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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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c\9$%X

智能测汞仪$上海华光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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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悦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所用

试剂皆用超纯水$电阻率为
6U8%V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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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所用玻璃

器皿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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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浸泡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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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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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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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测试研究院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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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应用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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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用时用
#8"

H

"

S

重铬酸钾汞保存液稀释%*肌酐标准溶液!准确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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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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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的肌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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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溶液溶解并稀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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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液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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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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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水稀释成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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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使用液*盐酸(硝酸(氢氧化钠皆为优级纯*磷酸三丁酯

$分析纯%氢氧化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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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中加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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