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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葡萄糖苷酶活力的紫外动力学新方法!用于尿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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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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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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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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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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最低检出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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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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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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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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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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尿中
23/

主要来源于肾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当近曲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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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检验%后者试剂稳定性欠佳#难以满足临床检验要求,

目前大部分采用硝基苯
!2!

乙酰
!

$

!.!

氨基葡萄糖苷$

+2+!

23/

&+

#!

氯
!)!

硝基苯基
!2!

乙酰
!

$

!.!

氨基葡萄糖苷$

,2+!

23/

&+

#!

甲氧基
!)!

$

#!

硝基乙烯基&酚
!2!

乙酰
!

$

!.!

氨基葡萄

糖苷$

Q2+!23/

&作底物建立终点比色法和速率法)

&!1

*

,这些

方法中
+2+!23/

和
,2+!23/

底物中的色原最大吸收峰在

)'&B;

#而
Q2+!23/

在
&''B;

,但尿液的颜色呈微黄色#

很容易干扰这些方法的测定#而且
+2+!23/

和
,2+!23/

在

液体状态下不稳定#冰箱保存只能稳定
"

周#造成试剂浪费严

重#临床使用上难于推广,以
Q+M!23/

底物建立的
23/

测

定试剂优点在于#

23/

分解底物生成的
Q+M

在
$)'B;

处有

最大吸收峰#测定样本在
$)'B;

完成#不受尿液颜色干扰,该

方法最低检出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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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
&#

例各种肾病患者和
('

名健康人尿
23/

活性#结

果肾病患者组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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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的

方法#灵敏度高+线性范围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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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量标本操作#有利于

临床对肾脏疾病的早发现和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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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血液感染患者血液中葡萄球菌的耐药性及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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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情况!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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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

分析仪对细菌做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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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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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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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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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的耐药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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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部分抗菌

药物的耐药率显著高于甲氧西林敏感葡萄球菌"

Q4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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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与
Q44

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程度不一致!临床

医师应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择敏感性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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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器官移植+介入性治疗技术的发展和广谱抗菌药物及

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葡萄球菌引起的血液感染有增加趋

势#常位居病原菌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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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血液中葡萄球菌的耐药性#

可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现对本院血培养分离的葡萄球

菌耐药性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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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血液中分离的病原菌#同一患者多次分离到的菌株不重复

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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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培养仪#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采集血标本及培养,对仪器指示阳性者#无菌操

作抽取培养液#立即转种血平板+麦康凯平板+巧克力平板#分

离单个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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