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因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5_<B.2

#

\<B=B

F

A9/

#

]e_E5Ca

#

<C=9%+5<J<BCA8B8L

D<<

G

J<B8E>C@58;I8>A>=BD

G

E9;8B=5

:

<;I89A>;AB

G

=!

CA<BC>HAC@=?EC<ABC5=?<5<I5=9@<;855@=

F

<

)

[

*

%2<E5898!

F

A>C

#

#''7

#

"&

$

(

&!

$#7!$$"%

)

#

* 陈富荣#吴彦
%

低分子肝素诱发脑出血
"

例)

[

*

%

中国医药

导刊#

#''#

#

)

$

&

&!

$1"%

)

$

* 莫咪蓉#沈佩娟#洪爱莲
%

气压治疗仪预防妇科手术后下

肢静脉血栓的观察及护理)

[

*

%

护理研究#

#''*

#

#"

$

1

&!

#"#'!#"#"%

)

)

*

]

F

=C=M

#

X=>=_= Q

#

Y=_E

F

=H=X

#

<C=9%.<<

G

J<B8E>

C@58;I8>A>=LC<5=?EC<ABC5=?<5<I5=9@<;855@=

F

<

)

[

*

%[

2<E5894?A

#

#''1

#

#*#

$

"!#

&!

1$!1(%

)

&

* 马欣#贾建平#王拥军
%

急性脑卒中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成的研究)

[

*

%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

#

""

$

$

&!

#""!

#"#%

$收稿日期!

#'""!'#!#)

&

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在儿童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

费倩倩!范建英!陈小波"江苏省南通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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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在儿童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达到明确病因!及时对症治疗的目的&

方法
!

日本富士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试剂
40-].̂3!QX,]

*

被动凝集试验&结果
!

##&1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肺

炎支原体
^

F

Q

抗体检出阳性
1$$

例!检出率为
$(%176

&该病全年均有发病!以春季发病较多!儿童发病率高于成

人&结论
!

40-].̂3!QX,]

*

被动凝集试验检测肺炎支原体
^

F

Q

抗体具有敏感度高'特异性强'操作简便快速的

特点!可作为早期诊断支原体肺炎的客观指标&

"关键词#

!

肺炎支原体$

!

儿童$

!

^

F

Q

抗体$

!

明胶粒子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7)&&

"

#'""

%

"(!#'"'!'#

!!

肺炎支原体$

Q+

&感染引起的肺炎是我国
(

岁以上儿童最

常见的肺炎类型之一#近年来婴幼儿发病也有增多趋势)

"

*

,其

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可引起全身各脏器损害#还可引起肺部以

外的多器官疾病,仅依据临床表现常很难与病毒性肺炎+细菌

性肺炎相鉴别,本文应用日本富士
40-].̂3!QX,]

*

被动

凝集试验试剂盒检测肺炎支原体
^

F

Q

特异性抗体#通过对
#

#&1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按年龄组进行对比#进行了结果分析#

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7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与住院

呼吸道感染患者
##&1

例#年龄
#'D

至
&7

岁,

$%/

!

试剂
!

日本富士肺炎支原体抗体诊断试剂盒$被动凝集

法&赛乐迪亚
!

麦可
*

$

40-].̂3!QX,]

*

&,

$%'

!

方法
!

取患者全血
#;P

分离血清按日本富士
40-]!

.̂3!QX#,]

*

被动凝集试验试剂盒说明加入血清稀释液和

明胶粒子$致敏粒子和未致敏粒子试验前
$';AB

用规定量的

血清稀释液复溶&#混匀后置室温
$@

#用裸眼判读每个孔中的

颗粒凝集情况$阳性和阴性对照也包括在内&#未致敏颗粒在

"m#'

稀释倍数处显示阴性结果#而致敏颗粒在稀释倍数
"m

)'

或更高处凝集的样品被判为阳性结果,

/

!

结
!!

果

/%$

!

应用
40-].̂3!QX,]

*

被动凝集试验检测
##&1

例呼

吸道感染患者肺炎支原体特异性
^

F

Q

抗体的效价#结果有
1$$

例阳性#阳性率为
$(%176

,

/%/

!

不同年龄组的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年龄组患者抗
Q

G

#̂

F

Q

检测结果

年龄 受检例数 阳性$

6

&

'

!

(

岁
71' $)*

$

$&%)"

&

*

!

"(

岁
*(& $7(

$

&"%*(

&

"*

!

&7

岁
&"$ 7'

$

"*%&)

&

合计
##&1 1$$

$

$(%17

&

*

!

"(

岁年龄组的阳性率最高#达
&"%*(6

#其余依次为

'

!

(

岁+

"*

!

&7

岁年龄组,

'

!

讨
!!

论

肺炎支原体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一种2胸膜肺炎样微

生物3#为已知独立生活的病原微生物中的最小者#与黏液病毒

的大小相仿#革兰染色阴性)

#

*

,且无细胞壁#主要通过呼吸道

飞沫传染#潜伏期即具有传染性#症状缓解后数周内仍具有传

染性#可引起小范围流行#全年均可发病,肺炎支原体感染后

最初在血清中出现的是
^

F

Q

抗体#日本富士
40-].̂3!QX!

,]

*

被动凝集试验试剂盒用低效价颗粒凝集#应用特异性免

疫凝集原理,当血清中存在肺炎支原体抗体时#抗原抗体反应

使颗粒凝集#因它利用明胶而不是用动物红细胞为载体#故能

清除非特异性反应,又因肺炎支原体没有细胞壁#但体内含有

.23

和
-23

#因此仅能阻碍病原微生物细胞壁合成的抗生

素#如青霉素等对肺炎支原体无疗效)

$

*

#而应选用大环内脂类

抗生素#如红霉素等,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对于早期诊断+治

疗呼吸道肺炎感染极有临床价值,支原体肺炎易感人群中学

龄前儿童患病较多#近年来发现#婴幼儿发病有增多趋势)

)

*

,

从笔者检测的
##&1

例结果来看#小于
(

岁的婴幼儿感染率也

达
$&%)"6

#其中最小年龄为出生仅
#'D

#比文献报道的最小

年龄
$*D

还小了
"*D

#说明该病的发病年龄有变小的趋势)

&

*

,

结果表明#小儿的感染率比成人高#

'

!

"(

岁儿童感染率高达

)#%&16

,

40-].̂3!QX,]

*

被动凝集试验检测肺炎支原体

^

F

Q

抗体具有特异性强#敏感度高的优点#而且操作简便#肉眼

观察结果#可以作为早期诊断支原体肺炎的客观指标#适合临

床实验室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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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2!

乙酰
!

$

!.!

氨基葡萄糖苷酶的应用价值

余长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应用新型底物
(!

甲基
!#!

硫代吡啶
!2!

乙酰
!

$

!.!

氨基葡萄糖苷"

Q+M!23/

%建立检测
2!

乙酰
!

$

!

.!

氨基葡萄糖苷酶活力的紫外动力学新方法!用于尿液中
23/

活性测定&方法
!

基于
23/

催化水解对硝基苯
!

2!

乙酶
!

$

!.!

氨基葡萄糖苷生成有色的对硝基酚这一反应!对缓冲液离子强度'

G

a

值'底物浓度等最佳反应条件及

各种实验参数进行研究&用该法测定了多种病尿样中
23/

活活性&结果
!

该法最低检出限为
"%&b

(

P

!线性范围

可达
#&'b

(

P

"

?h'%7717

%!批内
9V

为
$

$6

!批间
9V

$

&6

!回收率为
"'"%$6

&结论
!

本法灵敏度高!线性'精密

度好!结果准确!且操作简便快速!适用于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操作&

"关键词#

!

甲基
!#!

硫代吡啶
!2!

乙酰
!

$

!.!

氨基葡萄糖苷$

!

2!

乙酰
!

$

!.!

氨基葡萄糖苷酶$

!

紫外动力学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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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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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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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酰
!

$

!.!

氨基葡萄糖苷酶$

23/

&是一种位于溶酶体内

的酸性水解酶#相对分子质量为
")'V"'

$

#存在于所有组织

中,尿中
23/

主要来源于肾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当近曲小管

上皮细胞受损时#尿中
23/

活性将显著升高且早于其他尿

酶#对肾小管损害的早期诊断有较大价值)

"

*

#且
23/

上升程

度与肾小管损伤程度成正比)

#

*

,可作为早期诊断肾损害的尿

标志性蛋白)

$

*

,本文基于
23/

催化水解
(!

甲基
!#!

硫代吡啶
!

2!

乙酰
!

$

!.!

氨基葡萄糖苷$

Q+M!23/

&生成无色的
(!

甲基
!#!

硫代吡啶$

Q+M

&#经反复试验确定了最佳实验条件#建立起简

便+灵敏+稳定的检测体液中
23/

活力的紫外动力学分析法#

该方法不受尿色的影响,用于尿样中
23/

活力的测定#均获

得满意结果,

$

!

材料与方法

$%$

!

试剂和仪器
!

$

"

&试剂
"

$

-"

&!柠檬酸
!

磷酸氢二钠缓冲

液
#'';;89

"

P

$

G

a)%(i'%'&

&+表面活性剂
"

F

"

P

#稳定剂和

防腐剂适量,$

#

&试剂
#

$

-#

&!柠檬酸
!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

#'';;89

"

P

$

G

a)%(i'%'&

&+

Q+M!23/*

F

"

P

+稳定剂和防

腐剂适量,$

$

&

23/

酶标准酶和质控品#由浙江伊利康生物技

术公司提供,所有检测在
3b)''

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上

进行,

$%/

!

样本
!

随机中段尿样,

$%'

!

方法

$%'%$

!

测定原理
!

样本中的
23/

催化底物
Q+M!23/

水

解#生成产物
Q+M

,

Q+M

在
$)'B;

处有最大吸收峰#通过测

定
$)'B;

处每分钟的吸光度变化速率#可计算出
23/

的活

性,即在最佳实验条件下#

"''';P

样品中
23/

每分钟水解

"

#

;89

"

P

的
Q+M!23/

发生转变为
"b

的
23/

酶量为
"

个

单位#简称
b

"

P

,

$%'%/

!

实验参数反应类型
!

速率法#波长为
$)'B;

$主&"

)'&

B;

$副&%反应温度!

$*Z

%试剂
"

用
#)'

#

P

#试剂
#

用
('

#

P

%

标本取
"&

#

P

%读数时间
"

!

$;AB

,

$%'%'

!

统计学处理
!

实验数据的统计学处理采用
4+44"'%'

统计软件,

/

!

结
!!

果

/%$

!

吸收光谱在本实验条件下从
$''

!

)&'B;

范围内测定标

准溶液的吸光度#得知
(!

甲基
!#

巯基吡啶最大吸收波长为

$)'B;

,

/%/

!

最适缓冲离子强度的选择
!

分别配制
&'

+

"''

+

"&'

+

#''

和
#&';;89

"

P

的柠檬酸
!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其他条件不变,

分别测试同一份样品$

)&b

"

P

&,酶反应速率随缓冲液浓度的

增加而增高#但当浓度大于
#'';;89

"

P

时#酶反应速率反而

降低,这是缓冲液浓度太大反而抑制了
23/

酶的活性#从而

导致反应变慢,因此#选择柠檬酸
!

磷酸氢二钠浓度
#''

;;89

"

P

作为最佳缓冲液和最佳浓度,

/%'

!

最适
G

a

值的选择
!

分别配制
G

a)%'

+

)%#

+

)%)

+

)%(

+

)%1

+

&%'

+

&%#

和
&%)

的柠檬酸
!

磷酸氢二钠缓冲液
#'';;89

"

P

#其他条件不变,对
)&b

"

P23/

标准酶进行测定#在
G

a

)%(

时酶促反应速率最大,

/%1

!

底物浓度选择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试剂
#

中

Q+M!23/

浓度分别调整至
&

+

*

+

7

F

"

P

#分别测定高+中+低
$

种浓度的质控品,结果显示试剂
#

中
Q+M!23/

浓度为

*

F

"

P

时底物浓度与酶反应速度的反应曲线尾部已趋于平坦#

说明反应速度已到最大值#测定此处的反应速度#最能准确反

映酶量的多少,所以试剂
#

中
Q+M!23/

的浓度确定为

*

F

"

P

,

/%2

!

反应时间的选择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样本按

反应条件进行操作#观察
('

!

$''>

内各时间的吸光度变化#

可见到时间变化与吸光率变化为线性关系,

/%)

!

精密度试验
!

根据
2,,P4

$

0+!&

&的评估方案#取
"

份尿

液作批内和批间试验#测定次数
#'

次#结果批内
9V

为
#%(6

#

批间
9V

为
)%#6

,

/%.

!

回收试验
!

在
"

份样品中分别加入低+中+高
$

个浓度的

23/

质控品#同时样品中加入相同体积的蒸馏水做基础样本#

每份样品重复测定
$

次#取均值#所得回收率分别为
"'$%#6

+

"'"%&6

+

77%#6

#平均回收率
"'"%$6

,

/%T

!

线性试验
!

根据
2,,_4

$

0+(%+

&的评估方案#取浓度分

别为
&b

"

P

和
#&'b

"

P

标本各
"

份,然后将两份标本按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的比例混

合#产生
7

个不同浓度的样品#用本法从高到低和从低到高两

个浓度顺序测定#将测定值$

O

&与理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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