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进行试验*

$52

!

结果判断
!

0̂@#

B)

-5,

#

B

"

V

为阳性#抗
$̂ 0@

)

+-e

"

V

为阳性#

0̂?#

B)

-5,3*Qe

"

GV

为阳性#抗
$̂ 0?

)

-5,

3*Qe

"

GV

为阳性#抗
$̂ 0)

)

-513*Qe

"

GV

为阳性*

/

!

结
!!

果

:/\Q#

检出新生儿
0̂S

感染率为
%5-6

$

,

"

%,-

%#

0̂$

@#

B

阳性模式
&

种!

+

)

&

)

,

模式
%

例(

+

)

9

)

,

模式
%

例(

+

)

%

)

9

)

,

模式
+

例*

79596

$

+28

"

%,-

%新生儿检测出保护性抗体抗
$

0̂@

#有
%7586

$

81

"

%,-

%新生儿检出抗
$̂ 0)

阳性*模式有
9

种!

%

)

,

模式
%&

例(

%

)

9

)

,

模式
+1

例(

%

)

9

模式
+%

例(

%

模式

+&%

例*其中
+&%

例
%

模式抗
$̂ 0@

浓度在
%%7

%

18-e

"

V

#联

合免疫效果好(

%

)

,

模式#

%

)

9

)

,

模式#

%

)

9

模式抗
$̂ 0@

在

%+5&

%

&,95,e

"

V

#较
%

模式的抗
$̂ 0@

浓度水平低*

,

例有

0̂@#

B

的模式中抗
$̂ 0)

达
%58

%

&513*Qe

"

GV

#其中
%

例大

于仪器测试范围最高值
&513*Qe

"

GV

(

8+

例没有
0̂@#

B

的

模式中抗
$̂ 0)

平均为$

+59i-58

%

3*Qe

"

GV

*全阴模式
&%

例

$

+%526

%(

9

)

,

模式
++

例$

9596

%(

,

模式
+-

例$

95-6

%(少见

模式
&

)

,

有
8

例$

%596

%*$注!

+

%

,

分别代表
0̂@#

B

)抗
$

0̂@

)

0̂?#

B

)抗
$̂ 0?

)抗
$̂ 0)

%

'

!

讨
!!

论

母婴垂直传播指患乙肝或
0̂S

携带者的母亲在妊娠期)

分娩期或哺乳期将
0̂S

传染给新生儿#并引起新生儿感染*

0̂S

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其次可通过接触母体白带)

羊水)乳汁及唾液等(分为宫内传播)产时传播和产后传播*新

生儿乙肝免疫主要预防产时传播和产后传播#对宫内感染尚无

确切阻断方案*注射乙肝疫苗可诱导体液免疫应答#产生保护

性抗体抗
$̂ 0@

#属于主动免疫*而
0̂QZ

是从乙肝疫苗免疫

健康人后的高效价血浆或血清中分离获得的抗
$̂ 0@

#能与新

生儿体内
0̂@#

B

结合#同时也能激活补体系统#增强体液免

疫#降低新生儿血中病毒含量#属于被动免疫+

%

,

*

'5$

!

本研究中新生儿静脉血反映母婴垂直传播
0̂S

感染率

为
%5-6

#与国内相关报道相近+

&

,

*表明这
,

例新生儿受到

0̂S

阳性母亲的传染#联合免疫未能阻断
0̂S

的垂直传播*

%

例
0̂@#

B

)

0̂?#

B

)抗
$̂ 0)

阳性和
%

例
0̂@#

B

)抗
$̂ 0?

)抗
$

0̂)

阳性模式中
0̂@#

B

浓度在
%&%

%

&,9

#

B

"

V

#远远大于正

常值#这部分新生儿易成为
0̂S

慢性携带者#形成新的传染

源#而且以后容易发展成为肝癌患者*

+

例为
+

)

%

)

9

)

,

模式中

的
0̂@#

B

浓度为
+85&

#

B

"

V

#表明联合免疫成功阻断部分

0̂@#

B

#但仍有低水平
0̂@#

B

存在#最终能否彻底阻断还要

进一步观察*

'5/

!

79596

新生儿检测出保护性抗体抗
$̂ 0@

#说明新生儿出

生时即进行乙肝疫苗联合接种大都能产生保护性抗体#成功阻

断
0̂S

的垂直传播*

'5'

!

有
%7586

$

81

"

%,-

%新生儿检出抗
$̂ 0)

阳性*在
0̂S

急性感染早期和消退阶段可检出抗
$̂ 0)

#它不是保护性抗体#

不能防止
0̂S

的感染#可通过胎盘*在低浓度时是感染过

0̂S

的标志#高浓度时表示现行感染*

'51

!

&

)

,

模式较为少见*

0̂?#

B

为水溶性多肽#相对分子质

量相对较小#可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血液+

&

,

*抗
$̂ 0)

可因母体

被动转移呈现阳性(为何此种模式检测不出
0̂@#

B

和抗
$̂ 0@

有待进一步探讨*

'52

!

1全阴2模式
+%526

$

&%

"

%,-

%#说明这部分新生儿在进行

联合免疫后未能产生抗体#存在受感染的危险*有资料表明产

程中感染的胎儿#出生时血清学检测可以为阴性#

%

%

9

个月后

有
8-6

可发展为
0̂@#

B

阳性+

9

,

*因此必须密切关注这部分

新生儿#

+

个月和
8

个月后应再次加强乙肝免疫并定期复查乙

肝两对半*

本次观察结果表明#乙肝联合免疫方法对
0̂@#

B

阳性母

亲新生儿具有良好的远期保护效果*但还应注意加强在分娩

和产后喂奶时对新生儿的护理#避免损伤口腔)咽)气管)食道)

胃黏膜等#以免阴道分泌物)血液)母乳中的
0̂S

通过毛细血

管进入血液循环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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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层析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麦爱芬"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佛山
,%2---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Ĵ#+)

#测定的方法!评价它在糖尿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用高效液相

层析法"

3̂V4

#测定
Ĵ#+)

$结果
!

,-

名健康人的平均值为
95+6i-5%6

!

92

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值为
,576i

+5-6

$糖尿病患者的
Ĵ#+)

水平与健康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5-+

#$结论
!

该方法简便!重复性好!适

应于全自动分析!

Ĵ#+)

测定对糖尿病的临床诊断和观察愈后有价值$

"关键词#

!

高效液相层析法&

!

糖化血红蛋白&

!

血糖

!"#

!

$%&'()(

"

*

&+,,-&$)./0(122&/%$$&$2&%2T

文献标志码$

0

文章编号$

+87%$19,,

"

%-++

#

+,$+21&$-&

!!

糖化血红蛋白$

Ĵ#+)

%是红细胞内的葡萄糖和血红蛋白

*

链
U

末端氨基之间发生的一种不可逆的非酶促反应过程*

这一反应持续于红细胞的整个生命周期$

+%-F

%#其合成速率

与血糖浓度成正比*

Ĵ#+)

所占比率能反映出测定前
+

%

%

个月内平均血糖水平#因此#可作为控制糖尿病和评价治疗的

一项重要指标+

+

,

*对
Ĵ#+)

的测定#传统的方法是层析柱法)

改良微柱法#直至现在的胶乳凝集法)液相层析法$

3̂V4

%)比

色法及化学发光等+

%

,

*于
%-+-

年
+%

月应用高效
3̂V4

#快速

-

&1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2

月第
2

卷第
+,

期
!

V(J.?F4I<=

!

#H

B

H@A%-++

!

S;I52

!

U;5+,



检测
0̂#+)

建立了参考值并进行对比研究#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仪器与试剂
!

V̂4$7%&Z7

全自动血红蛋白分析仪#日本

东京株式会社生产的
:!W!^ Ĵ#+)

检测试剂盒*

$5/

!

检测对象
!

健康人组
,-

名#男
&-

名#女
%-

名#

%-

%

8-

岁#标本来自本院保健科*临床诊断性检查例数为
92

例#男

%-

例#女
%2

例#年龄
%2

%

7%

岁#标本来自本院门诊及住院糖

尿病患者*

$5'

!

标本来源及处理
!

从上面的检测对象中早晨空腹抽取静

脉血样
+

%

%GV

#并用肝素锂抗凝#混匀备用*

$51

!

方法

$515$

!

原理
!

基于
3̂V4

原理#该分析仪使用阳离子交换

柱#通过与不同带电离子作用来将血红蛋白组份分离#包括血

红蛋白
#+)

在内的血红蛋白中的多种成份很快被分离成
8

个

部分并加以检测#利用
&

种不同盐浓度所形成的梯度进行分

离*洗脱缓冲液通过去气泡处理及程序控制的电磁阀开关#在

动力泵的驱使下#流经注射阀和过滤膜#最后被送到分析柱*

在原始管中大约
&

#

V

的全血标本被穿刺针管吸出#在稀释部

被溶血与清洗液稀释*之后#稀释的样本被吸嘴吸取#注入到

分析管中并被送入分析柱*经分析柱分离后的各种血红蛋白

组分的吸光度为检测器所检测*分析结束后#以百分率表示的

各种血红蛋白组分结果与层析图一起被传送到打印机*

$515/

!

分析柱与试剂
!

见表
+

#

%

*

表
+

!

检测层析柱与试剂

名称 规格

:WT

B

?<Z7̂ @< +

个"盒

Z7

洗脱缓冲液
U!5+

$

W

%

2--GV

"包

Z7

洗脱缓冲液
U!5%

$

W

%

2--GV

"包

Z7

洗脱缓冲液
U!5&

$

W

%

2--GV

"包

溶血素"清洗液$

V

%

%---GV

"瓶

Ĵ#+)

定标品 定值
+

#

%9GV_,

"类

Ĵ#+)

质控品 低#高
-5,GV_9

"类

表
%

!!

分析液详细使用量%

GV

&

项目 预温 灌注 分析 冲洗 合计

Z7̂ @<

第
+

液
25-- +52- -51- &57, +959,

Z7̂ @<

第
%

液
25-- +5&8 -582 -5-- +-5-9

Z7̂ @<

第
&

液
+5%- -598 -5%& &57, ,589

溶血洗净液
@̂< +-5-- -5-- 95+8 +-5-- %95+8

$515'

!

校准
!

分析仪是常用不同
Ĵ#+)

值的
V*S*V+

和

V*S*V%

校准液来校准的*使用1

:!W!^ Ĵ#+)4(I<JD(A;D

W?A

$

:!W!^ Ĵ#+)

全套校准品%2来校准*这套校准品是遵

循日本糖尿病协会
Ĵ#+)

标准程序基础上建立的二级标准

品#不能使用其他的校准品*

$5151

!

分析条件
!

所用溶液为日本东京株式会社生产的

:!W!^ Ĵ#+)

检测试剂盒#严格按说明书操作#不能使用其

他的校准品*

$52

!

统计学方法
!

W#+)

"

:!:#V_+--6

即得出
Ĵ#+)

检

测值#经统计学处理得出正常参考值#并与空腹血糖及
Ĵ#+)

比色法结果进行比较#数据均以
Fi8

表示#各组间比较用
9

检验*

/

!

结
!!

果

/5$

!

在上述条件下#血红蛋白分离结果良好#从按下
W:#/:

键到输出第一个样品#结果大约需要
&58G<=

*

/5/

!

在受检的人群中#血糖含量正常者$

&

85+GG;I

"

V

%和无

糖尿病史者
,-

名#其
Ĵ#+)

分布范围为
&5,6

%

9576

$

95+6i-5%6

%#根据统计学原理#其参考值
1,6

的分布范围

为
&576

%

95,6

*

92

例糖尿病患者的
Ĵ#+)

分布范围为

&576

%

+-5&6

$

,576i+5-6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N

&

-5-+

%*

/5'

!

血糖大于
85+GG;I

"

V

者或临床确诊有糖尿病史者共计

92

例#

Ĵ#+)

比率大于
,576

为
%8

例#小于
,576

为
%%

例#经

核查
%%

例均为糖尿病药物控制者*

92

例中采用德国
/;)C?

公司试剂盒测定$采用比色法%#阳性者大于
85-6

为
%&

例#采

用本法均大于
,576

#阴性者小于
85-6

#均为药物控制的糖尿

病患者
%,

例#本法测均小于
,576

#且数值基本相同#配对检

验无显著差异*

/51

!

血样立即检测和当日放置
&C

重复检测结果一致#

9X

保

存第
,

天的血样重复检测结果也未见明显变化$

N

'

-5-,

%#见

表
&

*

表
&

!

血样检测结果%

6

&

样本 当日立即检测 当日放置
&C

检测 第
,

天复测

+ 25& 25& 25%

% 75% 75% 75+

& 85% 85% 85+

9 ,5% ,5% ,5%

, &52 &52 &58

8 95, 95, 959

'

!

讨
!!

论

Ĵ#+)

的生成量取决于血糖浓度#健康人约占
96

%

86

*

由于红细胞的半寿期是
8-F

#所以
Ĵ#+)

的测定可以反映测

定前
2

周左右患者的平均血糖水平*

Ĵ#+)

还主要用于评定

糖尿病的控制程度+

&

,

#血糖控制不佳时
Ĵ#+)

可升高至正常

%

倍以上*美国糖尿病学会推荐糖尿病治疗中血糖控制标准

为小于
8587GG;I

"

V

#

Ĵ#+)

为小于
76

*

Ĵ#+)

测定也可

作为判断预后#研究糖尿病血管合并症与血糖控制关系的指

标+

9

,

*

Ĵ#+)

为
26

%

+-6

表明病变为中等程度#若大于

+-6

为严重病变#易发生糖尿病血管合并症#妊娠期还可致畸#

引起死胎和先兆子痫*

Ĵ#+)

测定方法很多#以往的传统方

法微柱法检测过于繁琐#且耗时过长#现在己很少使用*两种

最基本的方法是!测定
Ĵ#+

组份和仅测定
Ĵ#+)

*

3̂V4

法可精确分离
Ĵ#+

各组分(并分别得出
Ĵ#+(

)

Ĵ#+J

)

Ĵ#+)

)

Ĵ#+F

的百分比(

AR&6

是参考方法*其次还有低压

液相色谱法$

V3V4

%*

V̂4$7%&Z7

全自动血红蛋白分析仪自

动化程度高#一批
+--

份样本在
%5,C

内可测定完成*无须进

行血样的预先溶血的处理#可清楚地区分
#+)

峰#使检测结果

准确)稳定*质控系统完善#批内和批间
AR

均小于
+6

#适合

于大型医院和前瞻性课题研究*因此#在目前全自动血红蛋白

分析仪被国际上公认为测定
Ĵ#+)

的金标准+

,

,

*但该仪器亦

有不足之处#就是试剂消耗过多$表
%

%#每测完一个样品又要

反复冲洗#以保持小柱的寿命#且试剂成套原装进口#成本过

-

91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2

月第
2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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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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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型医院恐怕难以开展*但本法具有稳定)重现性良好)快

速简便的优点#血标本保存于
9X

#在
9F

内测定结果不受影

响#是一种良好的临床检验
Ĵ#+)

和进行相关研究的实验方

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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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现状及
+&

种抗生素的药物敏感

试验结果分析

沈小健!李
!

君"江苏省靖江市斜桥医院
!

%+9,+&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泌尿生殖道炎症患者支原体感染状况及其对
+&

种抗菌素的药物敏感试验$方法
!

采用

美国其昌达生物高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解脲脲原体"

eH

#和人型支原体"

.C

#培养鉴定药物敏感试剂盒!对该院

99%

例泌尿生殖道炎症患者做体外支原体培养鉴定及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99%

例患者中支原体培养阳性
%9+

例!

阳性率
,95,%6

&单纯
eH

感染
%-9

例!单纯
.C

感染
+-

例!

eHc.C

混合感染
%7

例!阳性率分别为
985+,6

%

%5%86

%

85++6

&女性感染率
,25-,6

明显高于男性感染率
15&26

"

N

&

-5-+

#$

+&

种抗菌素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显

示!单纯
eH

或
.C

感染者对强力霉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敏感性最高"

)

1%5+86

#!壮观霉素%克拉霉素%司帕沙

星的敏感性其次"

,%59,6

%

8&57&6

#!对林可霉素%诺氟沙星的耐药率最高"

)

1-5%6

#!罗红霉素%环丙沙星%氧氟

沙星的耐药率其次"

,+5186

%

2-5--6

#&混合感染者对所有药物的耐药率均超过单纯
eH

或
.C

感染者!敏感药物

中只有强力霉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的疗效较高$结论
!

支原体是引起泌尿生殖道炎症患者的重要病原体之一!

人群感染率高!临床应重视病原学检查及药物敏感试验!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耐药菌株产

生!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

!

解脲脲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鉴定&

!

药物敏感试验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0

文章编号$

+87%$19,,

"

%-++

#

+,$+21,$-%

!!

近年来#支原体+解脲脲原体$

eH

%和人型支原体$

.C

%,感

染引起的泌尿生殖道疾病患病率逐年上升#感染后可引起非淋

菌性尿道炎)前列腺炎)阴道炎)宫颈炎)子宫内膜炎等#严重者

可导致女性流产*由于临床经验用药及广谱抗菌药物的不合

理使用而导致治疗前菌株耐药现象严重#为了早期诊断#有效

控制支原体感染#提高此病治愈率#所以治疗前的病原学检查

和药物敏感试验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对来本院就诊疑似泌尿

生殖道感染的患者作支原体培养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分析#为

临床诊断和有效治疗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5$

!

标本来源
!

所有样本取自
%-+-

年
&

%

+%

月来本院妇科)

皮肤科)泌尿科就诊疑似泌尿生殖道炎症尚未接受治疗的患者

共
99%

例#年龄
+1

%

,2

岁#其中妇科
9+-

例#皮肤泌尿科男性

患者
&%

例*

$5/

!

试剂
!

采用美国其昌达生物高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生产

的
eH

及
.C

培养鉴定定量药物敏感试剂盒*

$5'

!

标本采集
!

女性患者清洁消毒外阴后用无菌棉拭子绕宫

颈口捻转
+-

%

%-@

#取出宫颈分泌物(男性患者在清洁外生殖

器后采取按摩方式#用无菌棉拭子取尿道分泌物#或用无菌等

渗盐水棉拭子插入尿道
+

%

%)G

#顺时针旋转收集尿道上皮(

采集的标本均置入无菌试管内立即送检*

$5'5$

!

检测方法
!

严格按照试剂盒提供的说明书进行操作#

将标本接种于培养液混匀后分次取
-5,GV

加入鉴别孔及定

量药物敏感试验孔#各孔加
+

滴无菌石蜡油复盖后置
&,

%

&7X

培养箱中#待培养
%9C

时观察
eH

的鉴定和药物敏感结

果#

92C

时观察
.C

的鉴定和药物敏感结果*

$5'5/

!

结果判读标准
!

两鉴别孔中任意一孔由黄色转变为红

色#即表示有支原体生长#结果呈阳性(若
eH

和
.C

鉴定孔均

为红色#表示混合感染(两孔均为黄色表示支原体培养阴性*

各种抗生素的药物敏感试验分上)下两孔#分别表示低)高两种

药物浓度#若上下孔均为黄色#表示支原体对该药物敏感$

W

%(

若上)下孔均为红色表示支原体对该药物耐药$

/

%(若上孔红

色)下孔黄色#则表示支原体对该药物中介敏感$

Q

%*

/

!

结
!!

果

/5$

!

培养结果
!

99%

例标本中检出阳性标本
%9+

例#阳性率

为
,95,%6

$

%9+

"

99%

%#单纯
eH

感染
%-9

例#占阳性数的

2958,6

$

%-9

"

%9+

%#

eH

和
.C

混合感染
%7

例#占阳性数的

++5%-6

$

%7

"

%9+

%#单纯
.C

感染
+-

例#占阳性数的
95+,6

$

+-

"

%9+

%*其中女性阳性率
,25-,6

$

%&2

"

9+-

%#男性阳性率

15&26

$

&

"

&%

%#男女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5-+

%#见

表
+

*

表
+

!

男(女患者支原体感染状况)

%

%

6

&*

组别
% eH

阳性
.C

阳性
eH

和
.C

混合阳性 阳性合计

男性
&% &

$

15&2

%

-

$

-5--

%

-

$

-5--

%

&

$

15&2

%

女性
9+-%-+

$

915-%

%

+-

$

%599

%

%7

$

85,1

%

%&2

$

,25-,

%

#

合计
99%%-9

$

985+,

%

+-

$

%5%8

%

%7

$

85++

%

%9+

$

,95,%

%

!!

注!女性阳性率与男性阳性率比较#

#

N

&

-5-+

*

/5/

!

阳性标本药物敏感试验结果#见表
%

*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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