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落在均值线的同一侧)

'

!

讨
!!

论

')$

!

外部临界值质控血清是为了监控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和稳

定性#在配制过程中是按
!

年的用量进行配制的#这样保证临

界质控血清的一致性)在前
%$

次临界质控血清的检测中要求

管间变异系数$

EP

$

!#4

%)

')/

!

在采购试剂盒时#根据试剂盒的有效期#预估
!

年的试剂

用量一次购进#检测试剂的同一批号保证了整个质控过程的连

续性)

')'

!

即刻法适用于试剂有效期短#批号更换频繁或不常开展

的检验项目#对于经常性开展的
6+NM,

检测来说并不是一

个适合的质控方法)由于选择的是价格较高的进口检测试剂#

因此出于质量控制的经济性考虑#在质控初期采用较为经济的

即刻法进行质控)

')1

!

由于即刻法在
T*S0-

室内质控应用中存在对异常值的

判断滞后,前
(

次测定对后续质控影响大,对漂移和趋势性变

化不能直观反映等局限性#根据王玲玲等*

&

+的报道#作者设立

即刻法的管间变异系数$

EP

$

!#4

%)对临界质控血清的检测

结果进行筛选分析#取得
%$

次符合要求的检测结果后运用
*5a

质控图法进行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实现检测结果准确的必经之路#任何实验检测

都必须建立相应的质控体系#而目前最适宜,合理的
6N+M,

检测室内质量控制的方法尚未建立)作者认为各实验室都应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实验室的质量管理方法#以确保实

验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优生工作提供及时准确的临床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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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感染棘阿米巴原虫的实验室培养

鹿秀海!

!魏
!

芳%

!姜丽红!

!张怡琳!

!孟
!

红(

"

!)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省眼科医院!济南
!

%#$$%!

'

%)

山东省中医院!济南
!

%#$$!!

'

()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济南
!

%#$$&%

#

!!

"摘要#

!

目的
!

为棘阿米巴感染的病原诊断%形态学观察及进一步的研究建立棘阿米巴的实验室培养方法$

方法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1

月
%%

例经共焦显微镜或刮片检查阳性!将拟诊为棘阿米巴角膜炎患者的

角膜材料或角膜刮取物置于平铺了一层活的大肠埃希菌的培养基上!

(#U

进行恒温培养$结果
!

#

例"

%(4

#培养

阴性!

!"

例"

""4

#培养阳性!其中
!$

例从第
(

天起可在培养基上观察到包囊!

&

例在
#;

后可观察到包囊!

!

例在

%$;

后观察到包囊$包囊具有双层囊壁!外壁皱缩!内壁呈多边形或波浪状$结论
!

该方法取材容易!培养皿保存

方便!能够为临床随时应用!便于在各实验室进行推广$

"关键词#

!

角膜感染'

!

棘阿米巴原虫'

!

实验室培养'

!

包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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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23##

"

%$!!

#

$25!!$35$%

!!

棘阿米巴性角膜炎是由棘阿米巴原虫感染引起的顽固性,

进行性角膜炎)目前#在感染性角膜炎中#虽然棘阿米巴的比

例不足
!4

#但是近年来#由于角膜接触镜的广泛使用#其发病

率迅速增长*

!

+

)棘阿米巴原虫广泛分布在空气,土壤,水中#甚

至从鼻腔和口腔黏膜中也曾分离出棘阿米巴原虫)它有两种

存在形式!滋养体和包囊#二者可相互转变)包囊对外界因素

抵抗力较强#可在宿主组织中生存数月)人类最常见的棘阿米

巴感染就是角膜炎#现已分离鉴定出至少
#

个常见菌株)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1

月来本院

就诊的拟诊为棘阿米巴角膜炎患者#临床症状典型#角膜刮片

直接镜检阳性
!"

例$

""4

%)共焦显微镜检查阳性
%$

例

$

2!4

%#其中男
!3

例$

&()&4

%#女
1

例$

(&)34

%#男女比例

!)"#g!

#年龄
!1

!

##

岁)戴角膜接触镜感染者
#

例#非角膜

接触镜佩戴者
!"

例)

$)/

!

方法

$)/)$

!

培养基的配制
!

棘阿米巴固体培养基#取纯化琼脂

!$$

D

加蒸馏水
!$$$G*

加热溶解后#

!%$U!$GEF

高压灭菌

后分装成平板培养基#冷却后放入
%

!

1U

冰箱保存备用#有效

期
($;

)

$)/)/

!

取材及培养
!

在进行培养前#往培养基中加入适量的

大肠埃希菌悬液后在温箱内放置
#GEF

#以去除培养基表面多

余的水分)将角膜组织或刮取物置于处理过的培养基中#深度

适中#或置于表面#放入湿盒中#

(#U

进行恒温培养#

%

周以上

无阿米巴原虫生长判定为阴性)

/

!

结
!!

果

%%

例棘阿米巴性角膜炎患者当中#角膜刮片或共焦显微

镜确诊
%$

例#通过病理确诊
%

例)

%%

例患者当中
#

例$

%(4

%

培养阴性#

!"

例$

""4

%培养阳性#其中
!$

例从第
(

天起可在

培养基上观察到包囊#

&

例在
#;

后可观察到包囊#

!

例在
%$;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2

期
!

*HK.>;MAEF

!

.H

<

%$!!

!

V7A)1

!

Q7)2



后观察到包囊)包囊具有双层囊壁#外囊皱缩#内囊呈多边形

或波浪状#滋养体少见#见图
!

!

(

)

图
!

!

!$$

倍镜下阿米巴沿着大肠的分布迁移

图
%

!

3$$

倍镜下直接刮片

图
(

!

!$$

倍镜下纯培养

'

!

讨
!!

论

棘阿米巴原虫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健康人一般不被感染#

但眼部或皮肤受损时可被感染*

%5(

+

)棘阿米巴性角膜炎由

a7F>8

等*

3

+首次报道#以后随着角膜接触镜的广泛应用,临床检

查方法的完善以及对本病认识的加深#有关本病感染例数在世

界各国逐渐增多)目前我国的棘阿米巴性角膜炎报道也呈快

速上升趋势)因棘阿米巴原虫形态特殊#故通过刮取物的镜检

或培养不难诊断)棘阿米巴原虫滋养体具有特殊的棘状伪足#

外形不规则#细胞质内收缩泡及食物泡等空泡较多#包囊具有

特殊性的双层囊壁#外层常呈皱缩状#内层呈四边形或波浪形)

棘阿米巴原虫已分离出
%#

种#致病菌株有
1

种#根据包囊的形

态特征分为
(

个组*

#

+

#但包囊的形态受培养条件的影响具有明

显不同#在深低温$

d1$

!

d%$U

%条件下#酸性环境中的棘阿

米巴原虫多呈皱缩状#甚至破裂(在碱性环境中#棘阿米巴原虫

多以典型的囊前期或包囊状态存在)培养温度为
3

!

(#U

#棘

阿米巴原虫处于酸性环境中#多以滋养体形势存在#在
'

,

%

1

的碱性环境中#棘阿米巴虫株多以包囊形势存在)

%1

!

(#U

,

'

,f&)#

为棘阿米巴原虫体外生长的最适条件*

&

+

)

在本次回顾性分析当中#

%%

例患者培养阳性率达
""4

#获

得了较高的检出率)其中
!$

例从第
(

天起便可在培养基上观

察到包囊#经共焦显微镜检查显示#该
!$

例患者的病灶均存在

于角膜上皮层#而
!

例在
%$;

后观察到包囊#其病灶比较深且

局限#存在于角膜基质层#上皮层没有破坏#后来病灶扩大#进

行角膜移植#将切除的角膜进行培养
!3;

未见阿米巴原虫生

长#后将角膜组织取出#进行细碎的剪切再次进行培养#

#;

后

在角膜组织周围可见到大量的包囊生长)说明阿米巴原虫所

致的深层角膜感染在进行培养的时候要将角膜尽可能切碎#以

使包囊充分暴露#接触琼脂#能接触到大肠埃希菌而得以繁殖)

棘阿米巴在固体培养基上能以大肠埃希菌为食#以辐射状

移动)该种方法在阿米巴培养#由于阿米巴的移行轨迹在平皿

上用肉眼无法清楚看到#次日即可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将平

皿直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或刮片进行观察#阿米巴原虫将随着

大肠埃希菌的分布不断移行繁殖#且与大肠埃希菌的量直接相

关)无营养培养基仅需要纯化琼脂和蒸馏水按
!4

的浓度配

制即可#方法简单#取材容易#保存方便#能够为临床随时使用#

便于在各实验室进行推广#为临床棘阿米巴原虫感染的病原诊

断,形态观察以及虫种鉴定及进一步的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

实验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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