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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液降钙素原在儿童支气管哮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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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痰液降钙素原"

/N0

$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为临床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提供依据%方法
!

将
"&*

例支气管哮喘患儿分为细菌感染组和非细菌感染组!分别测定患儿痰液
/N0

值&血清
/N0

及
N

反应蛋白"

NR/

$水平!并与
*(

例对照组"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儿$进行比较%结果
!

细菌感染组患儿痰液
/N0

浓度为"

4'3"b"'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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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非细菌感染组("

(')"b('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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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

('43b('(+

$

$

$

'

J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痰液
/N0

阳性检出率为
)45

!均略高于血清
/N0

"

!35

$及
NR/

"

!&5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痰液
/N0

检测可作为儿童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时是否存在细菌感染的辅助诊断!检测快速&方便!

对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降钙素原#

!

痰液#

!

支气管哮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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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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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严重影响小儿身心健康的常见呼吸道疾

病#临床上表现为反复发作性咳嗽,喘鸣和呼吸困难#并伴有气

道高反应性+近年来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及病死率均有上升趋

势+诱发支气管哮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病毒感染,过敏

原,非特异性刺激物质,气候变化,精神因素等等+其中病毒感

染是诱发儿童哮喘的主要原因+常规的治疗方案包括支气管扩

张剂,糖皮质激素及抗组胺药物#如果存在细菌感染必须积极控

制感染+然而#在哮喘急性发作时#仅仅根据患儿的临床表现很

难判断是否存在细菌感染#为避免盲目使用抗生素及抗生素滥

用和细菌耐药性的产生#本文对痰液降钙素原$

/N0

&与支气管

哮喘细菌感染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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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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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住本院儿

科病房的
"&*

例确诊为支气管哮喘的患儿+其中男
!3

例#女
*"

例#年龄
3

!

"&

岁#平均
+'*

岁+病程
"?

至
4E

+根据患儿的临

床症状,体征,

X

线摄片,血常规及痰培养等检查结果#将患儿分

为细菌感染组$

([!&

&及非细菌感染组$

([*4

&+选择
*(

例支

气管哮喘缓解期的患儿作为对照组+

4

组患儿的性别,年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患者均符合
&(()

年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制订的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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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患儿入院后治疗前用一次性吸痰管经喉头负

压吸痰#留取痰液
('4AJ

#加入约
('+AJ

磷酸盐缓冲液$

('("

A7=

"

J

#

H

O

值
!'&

&#再加入抗黏液剂
&

滴#用滴管反复吹打至黏

液稀薄#取上清液以检测
/N0

+

/N0

检测采用免疫荧光分析法

$德国
1F;?A9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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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
JZ%#/N0

检测试剂盒&+另

外取患儿静脉血#分离血清后放置
Y&(V

冰箱保存#用于
/N0

,

N

反应蛋白$

NR/

&的测定+血清
NR/

测定采用免疫比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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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第一化学试剂#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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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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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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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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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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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用
K/KK"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D

检验#计数资料用
!

& 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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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结
!!

果

/'$

!

各组患儿的
/N0

,

NR/

的检测结果见表
"

+细菌感染组的

痰液
/N0

平均浓度明显高于非细菌感染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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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组痰液
/N0

浓度高于血清
/N0

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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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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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患儿痰液
/N0

%血清
/N0

*

NR/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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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痰液
/N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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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N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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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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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组
!& 4'3"b"'3* "'"&b('*) &+'4&b('*+

非细菌感染组
*4 (')"b('4* ('+&b('&3 "4'3!b*'&"

对照组
*( ('43b('(+ ('&)b('(,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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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感染组痰液
/N0

检测的阳性率为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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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清
/N0

检测的阳性率为
!3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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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的阳性检出率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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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痰液
/N0

的阳性检出率略高于血清
/N0

及
NR/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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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患儿痰液
/N0

*血清
/N0

*

NR/

诊断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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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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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液
/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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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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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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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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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组
!& 4+ "+ ) 4) "& 4 *&

非细菌感染组
*4 3 Y Y 4 Y Y 4

对照组
*( " Y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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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N0

是一种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前肽物质#在健康人血

液中不易被测到#在细菌毒素和炎性细胞因子的刺激下#血清

/N0

水平明显升高#并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呈正比+

NR/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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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合成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当机体存在感染,组织损伤等

情况时异常升高#但
NR/

的水平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
/N0

相比#特异性不高+目前#已有大量关于血清
/N0

和
NR/

检

测用于诊断早期细菌感染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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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
/N0

作为区别病

毒感染和细菌感染最灵敏的指标#已被国内学者认识#而痰液

/N0

水平的临床研究尚不多见+

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常难以抉

择+但哮喘发作时由于气道平滑肌痉挛#黏膜炎性水肿,渗出#

痰栓阻塞使气道引流不畅等#极易诱发细菌感染是不争的事

实+有学者认为#哮喘发作
4E

的患儿细菌感染的阳性检出率

较高#而发作不足
4E

的患儿阳性检出率极低#因此哮喘急性

发作时大多数患儿不需要使用抗生素辅助治疗)

*

*

+如何在第

一时间发现及筛选出细菌感染者#并使之得到尽快的治疗#将

直接影响到哮喘症状的控制及减少肺炎等并发症的发生+本

研究发现#细菌感染者痰液
/N0

的浓度要明显高于非细菌感

染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细菌感染组的痰液
/N0

浓度亦高于血清
/N0

+分析原因可能由于局部细菌感染没有

全身表现时#血清
/N0

仅轻度升高+因此#痰液是呼吸道感染

患儿最直接的分泌物#痰液
/N0

水平的测定比血清
/N0

的测

定更能反映局部细菌感染情况#而血清
/N0

的测定更能反映

全身炎症反应情况+诊断结果亦发现细菌感染组患儿痰液

/N0

的阳性检出率要高于血清
/N0

及
NR/

+

痰液
/N0

和血清
/N0

,

NR/

都是细菌感染时有意义的实

验室检查项目+痰液作为呼吸道感染患儿最直接的分泌物#可

客观地反映呼吸道感染情况#对指导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生素

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痰液
/N0

检测取材方便,检测快速#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然而如何确定痰液
/N0

的临界值#以提高诊断

的灵敏度及特异度#还需进一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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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倍显微镜在妇科生殖道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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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万海英"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上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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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
6N02&(((

型超高倍显微镜在妇科生殖道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收集

&("(

年
&

月
&4

日至
4

月
*

日来本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
)"+

例
",

!

!(

岁妇女的阴道分泌物标本!分别进行多媒体

6N02&(((

型超高倍显微镜与普通光学显微镜镜检结果的比较%结果
!

"

"

$普通光学显微镜镜检
)"+

例!阴道分泌

物标本中真菌阳性
)+

例!滴虫阳性
"(

例!阳性率分别为
"('*35

和
"'&45

#"

&

$多媒体超高倍显微镜活体检测阴道

分泌物中真菌阳性
"(&

例!滴虫阳性
&&

例!线索细胞阳性
!(

例!阳性率分别为
"&'*(5

&

&'!(5

&

)'*)5

!且查见
&

例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

4

$所有标本经革兰染色后镜检!查见线索细胞
!(

例!与多媒体超高倍显微镜结果相符合%

结论
!

6N02&(((

型超高倍显微镜具有阳性率高!操作简便&费用低&检测时间短等优点!可作为诊断妇科疾病的一

种快速&价廉&有效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

!

显微镜检查#

!

病原体#

!

线索细胞#

!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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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非淋菌性阴道炎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主

要以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为主)

"

*

#其他如念珠菌,滴虫,加德纳

杆菌等多种病原体感染也成为了目前临床上一个非常棘手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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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危害性及广泛性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传统的检测方法存在操作复杂,检测时间长,技术要求高,价格

昂贵等缺点#而不能满足临床需要+多媒体显微系统与传统方

法比较具有很突出的优势)

32*

*

+作者通过对多媒体超高倍显微

镜与普通光学显微镜镜检结果的比较#来探讨多媒体显微镜在

妇科生殖道感染性疾病诊断方面的临床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取自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门诊

&("(

年
&

月
&4

日至
4

月
*

日送检的
)"+

例
",

!

!(

岁妇女的

阴道分泌物#阴道分泌物由妇产科医生采集#采用消毒棉拭子

自阴道深部或者阴道穹窿后部尽可能多取标本+放入无菌试

管中#试管中加入
('*AJ

生理盐水混匀挤压#用作光学显微

镜和多媒体显微镜湿涂片镜检+

$'/

!

试剂与仪器

$'/'/

!

试剂
!

医用生理盐水%贝索生物生产的革兰染色液+

$'/'/

!

仪器
!

上海复星实业公司生产的
6N02&(((

型超高倍

显微镜#放大倍数为
"&(((

倍#分辨率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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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光学显微镜#放大倍数为
"(((

倍+

$''

!

方法

$'''$

!

显微镜镜检法
!

取装有生理盐水的分泌物标本直接在

洁净的玻片上涂两张湿片#分别用光学显微镜和多媒体超高倍

显微镜观察#光学显微镜只能观察到真菌及滴虫%而多媒体超

高倍显微镜不但可以观察真菌和滴虫#还可以借助相差显微功

能查找线索细胞#线索细胞即阴道脱落的表层细胞#细胞表面

边缘贴附大量颗粒状物即为加德纳杆菌#边缘不清+线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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