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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对化学法检测阴道分泌物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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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葡糖胺糖苷酶的临床应用进行评估%方法
!

在自动化

仪器上用化学法检测
!$$

例患者阴道分泌物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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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葡糖胺糖苷酶!同时对受检样本进行假丝酵母菌的培养鉴

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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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葡糖胺糖苷酶阳性
""$

例!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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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培养出白色假丝酵母菌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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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培养法为标准!

化学法检测阴道分泌物中白色假丝酵母菌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示值&阴性预示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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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化学法还不能作为检测阴道分泌物中白色假丝酵母菌阳性的过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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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R0

乙酰葡糖胺糖苷酶$

&

0R0

A6,7

)

B

N

BC6?*A+1H1EA*,

#

R;a

&#该酶能够水解对硝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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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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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半乳糖苷#释放的对硝基苯在碱性条件下呈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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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原理设计的化学法希望通过检测阴道分泌物中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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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映是否有白色假丝酵母菌的存在)作者对该方法

的临床应用进行了评估#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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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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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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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仪器和改良沙保罗培养基由珠海

丽拓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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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

本院门诊妇科就诊患者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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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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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由临床医生用
!

支拭子自阴道后弯窿处

取分泌物#放入灭菌的采样管内#立即送检)

$#'

!

方法

$#'#$

!

化学法
!

将
"

支拭子放入盛有样本提取液的试管中#

反复挤压拭子#使样本完全溢出#将提取了样本的试管-检测试

剂板等置于仪器上相应的位置#在启动后#仪器自动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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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液加到检测板上#

&4h

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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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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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

液于检测板上#仪器自动判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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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法
!

将另
"

支拭子接种于沙保罗培养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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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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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取呈奶油色-光滑的菌落#生理盐水涂片镜

检#发现圆形或卵圆形芽生孢子或假菌丝为假丝酵母菌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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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在
!$$

例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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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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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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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培养法

的结果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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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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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法与培养法的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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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阳性 阴性

阳性
%& <4

阴性
!< <%

以培养法为标准#化学法的检测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示

值-阴性预示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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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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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假丝酵母菌感染引起的外阴阴道炎症#是最常见的妇女外

阴阴道炎症之一)在美国#所有外阴阴道炎症中
::9

的发病

率最高#达到
&5T

+

!

,

)据统计
4'T

的妇女一生中至少患过
"

次
::9

#约
"$T

#

!$T

的健康妇女阴道内有白色假丝酵母菌

存在#但菌量较少#呈酵母相#并不发病)一旦抵抗力降低或阴

道内环境改变时#白色假丝酵母菌会大量繁殖#并转变为菌丝

相#导致阴道炎+

&

,

)因此#在阴道分泌物中检出白色假丝酵母

菌能够为
::9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依据)

在提取样本后#化学法实现了从加样至报告结果的自动

化#且速度较快)但是#试验结果显示#化学法的分析性能较

差)如果将化学法作为检测阴道分泌物中白色假丝酵母菌的

一个过筛试验#无论灵敏度的高低#不应该有假阴性#否则#就

会漏诊)本试验结果显示#化学法的假阴性率为
!=#5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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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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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化学法不能作为阴道分泌物中白色假丝酵母菌的过

筛试验)

以往的研究表明#虽然白色假丝酵母菌是造成
::9

的主

要致病菌#但是#非白色假丝酵母菌造成的
::9

比例有所增

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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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导致假阴性的原因之一)另外#细菌和哺乳动

物细胞等有机体能够产生
R;a

+

"

,

#

R;a

不是白色假丝酵母菌

特有的分泌酶#所以化学法的假阳性率较高)

早期使用的生理盐水湿片法虽然简单-迅速和成本低+

<

,

#

但是#但由于阴道上皮细胞-白细胞等成分的重叠遮掩#涂片背

景不清晰#导致镜检的阳性率较低)生理盐水稀碱二步法在检

查了清洁度和阴道毛滴虫后滴加
"$T

氢氧化钾或
"$T

氢氧化

钠溶液#可以迅速破坏上皮细胞-白细胞或脓$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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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有研究发现肝素钠抗凝血浆与血清
QSR

差

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0%

,

)阴斌霞等+

'

,报道肝素锂抗凝血浆与血

清
QSR

-

9M

测定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杜国有和顾向明+

<

,

的研究发现#肝素锂抗凝血浆与血清
QSR

测定值基本一致#

二者
9M

测定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曹万惠等+

4

,报道
/L>;0

M

!

抗凝血浆和血清
QSR

测定值差异不大#可以通用#二者

9M

测定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马勇+

=

,报道肝素钠抗凝血浆

与血清
9M

测定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QSR

测定值

虽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相差不是很大#对临床

无实际意义#不影响医学决定水平)另有报道肝素钠-肝素锂

抗凝血浆与血清
QSR

-

9M

测定值非常接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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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但相关性好#可通过建立回归方程将血浆值

换算成对应血清值或建立血浆参考体系)导致检测结果误差

的原因可能为抗凝剂对试验产生一定的干扰%血液凝固$如冬

季温度较低时血液不易完全凝固&或离心过程中血液有形成分

的破坏#细胞内容物外溢至血清中)诸多报道上存在的差异可

能与抗凝剂-统计方法等选择上的不同有关)本研究所用抗凝

剂为
/L>;0M

!

-

/L>;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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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使用血浆标本的可行性

报道已有很多#但在体育领域尚少见相关报道)

QSR

和
9M

是运动员最常用的生化监控指标)在实际工

作中#其常与血常规联合测定#所以常一次采血分两管#分别测

定)运动员
QSR

-

9M

水平与普通人又有所差异#其安静值常

常处于正常范围的偏高水平+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
QSR

和
9M

的测定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血清中测定

结果高于血浆#与绝大多数文献报道相一致)这样就可以仅用

一份抗凝血#测定血常规后再离心测定
QSR

和
9M

#对测定工

作带来诸多的方便和帮助)

由于目前的报道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在实际工作中#可结

合实验室具体情况或某特定的运动项目#经测试比较分析后而

行)另外#也可以大胆探索和尝试其他指标的可行性)$

"

&目

前医院已有很多使用抗凝血浆替代血清进行生化检测的可行

性报道#但在运动领域的研究和报道很少#鉴于所涉及的检测

指标及要求与医院有很大区别#且运动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所以有必要在该方面进行一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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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浆替代血清进行

QSR

-

9M

的检测是可行的)其可简化采血的过程和方式#有

采血量少-运动员易于接受-速度快-节省器材等优势#值得推

广)$

&

&目前的报道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可能与抗凝剂-统计方

法等选择上的不同有关)在实际工作中#可结合实验室自身情

况或具体的运动项目#经试测比较分析后而行)另外#也可以

大胆探索和尝试其他指标#如测定睾酮-皮质醇等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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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假丝酵母菌

以芽生孢子存在于健康妇女的阴道内#不引起症状#但可以传

播或散播)当大量的假菌丝出现#表明白色假丝酵母菌处于致

病状态)所以#显微镜下形态学的观察在
::9

的诊断中是非

常重要和不可以替代的)化学法还不能作为检测阴道分泌物

中白色假丝酵母菌阳性的过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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