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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
Q

反应蛋白"

Q+X

$在脓毒症%感染性休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将
%(

例脓毒症!

$'

例感

染性休克患者!在确诊后第
$

%

:

%

8

天分别使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
Q+X

'结果
!

血清
Q+X

值的高低与感染性休克

的严重程度有关!

QX+

越高!病情越重'结论
!

QX+

检测对脓毒症%感染性休克的诊断具有简便性和灵敏性!对病

情发展!疗效评价和指导预后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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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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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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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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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X

&是机体感染,创伤等

所致组织损伤时反应产生的一种急性时相蛋白#其增高与多系

统,多器官的疾病有关+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提示#

QX+

在感染和非感染的许多疾病过程中#其浓度的改变可以提供有

价值的#及时的理论依据+近年来#随着新的检测方法和仪器

的广泛应用#

Q+X

作为炎性反应的敏感标记物#其临床价值引

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

$

*

+本实验通过观察脓毒症,感染性休克

患者血清
Q+X

的动态变化#结果和临床病情转归#探讨其临床

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入选标准符合
%((*

年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危

重病学会$

.QQX

"

1QQC

&联席会议对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的

定义)

%

*

#选取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急诊重症监测室和急诊科病房的住院患者#所有患者$或授

权委托人&在检查时均告之检查目的#自愿接受检查#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试验组分
%

组#即脓毒症组和感染性休克组#$

$

&脓

毒症组的入选标准!存在明确感染灶#伴有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

%

&感染性休克组!脓毒症患者经过充分容量复苏后收缩压

仍低于
6(OO,

"

#或较基础血压低
*(OO ,

"

或平均动脉压

低于
4(OO,

"

并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低血压状态)

:

*

#所有患

者均随访至
%)5

#并排除
$

周内死亡病例+对照组为同期在本

院的健康体检者或志愿者#共
%(

例$男
$:

例#女
8

例&#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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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所有观察者均于入院次晨,

:5

,

85

早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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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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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腹取外周静脉血
%O/

送检#血清
Q+X

的测定#用日

本
_N

I

O

M

LE.e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北京玖强试剂盒

测定#单位为
O

"

"

5/

#正常值
(

!

(&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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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1X1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实验

数据进行正态检验#用
Ga@

表示#治疗前后两组均数的比较采

用配对检测#各组间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均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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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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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一般指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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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休克组 脓毒症组 对照组

例数$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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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X

表示收缩压,

2-X

表示舒张压,

./K

表示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

.1K

表示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表示清蛋白,

-eZ

表示尿

素氮,

Q=

表示肌酐+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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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脓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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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
Q+X

测定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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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5 :5 85

对照组
%( $&%(a(&)* $&%(a(&)* $&%(a(&)*

感染组
%( 4&%*a(&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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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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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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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资料显示#脓毒症,感染性休克患者的
Q+X

都增高#

具有统计学意义+

Q+X

主要是由肝脏合成#是判断组织损伤

的敏感指标#在损伤的
4

!

)H

内#血清
Q+X

量迅速升高#并在

*)

!

8%H

达高峰#健康人的
Q+X

值非常低#在急性组织损伤或

急性应激时
Q+X

的合成在
*

!

4H

内迅速增加#其后每
)H

倍

增#

:4

!

'(H

达高峰#峰值可为正常值的
$((

!

$(((

倍+持续

数日后回落#

$

周后可降至正常水平#本实验结果和以往的一

些研究是相符的+

另外本资料显示#病情越重时#

Q+X

升高幅度越明显+这

是因为
Q+X

不受性别,年龄,高蛋白血症等因素的影响#所以

优于其他急性期的反应物质)

*

*

+由于本组资料缺乏
Q+X

在存

活组和死亡组的比较#所以无法确定
Q+X

的降低幅度是否和

预后有关#但从休克组资料显示#

Q+X

下降较明显的患者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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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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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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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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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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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高#但是因为样本数较少#并无指导意义+国外有资料表

明!短时间内
Q+X

下降#提示预后良好)

'

*

+所以动态检测
Q+X

可预测病情的变化趋势#以便早期给予相应的干预治疗#所以

临床工作者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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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XQ+

在非典型结核患者纤支液
K-92Z.

检测中的应用

林
!

虹!黄好武!郖彩云"广东省珠海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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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XQ+

$在非典型结核患者纤支液结核分支杆菌"

K-

$

92Z.

检

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收集该院
%((6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

'%4

例临床疑似结核或肺部疾病患者纤维支

气管镜检查!行支气管肺泡灌洗!取灌洗液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XQ+

法检测
K-92Z.

!同时采用常规浓集法涂片查找

抗酸杆菌!比较两种检测方法在结核病患者标本中的阳性检出率'结果
!

'%4

例肺泡灌洗液中阳性
**

例!

K-92Z.

阳性检出率为
)&'*7

!常规浓集涂片阳性
$%

例!抗酸杆菌阳性检出率
%&%)7

!

XQ+

法检测
K-92Z.

阳性检出率明

显高于常规抗酸涂片法"

!

#

(&('

$'结论
!

K-92Z.

定量能显著提高结核杆菌的检出率!优于传统的涂片%培养等

方法!可作为结核病病原学诊断的首选项目使用'

"关键词#

!

纤支液#

!

结核分支杆菌#

!

荧光探针#

!

聚合酶链反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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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流

行#且呈增长的趋势)

$

*

+近年来由于结核菌耐药菌株的出现#

我国结核病发病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因此及时准确的诊断和

有效规范的治疗是控制结核病流行的有效手段+结核病病原

学检查方法主要是涂片和培养#涂片法尽管在方法学上具有直

接,简便的优点#但敏感性差#阳性率低+结核分支杆菌$

K-

&

分离培养是结核诊断的金标准#但
K-

繁殖速度慢#生长条件

要求高#周期过长+临床上痰菌阴性肺结核病例占肺结核病例

比例较大#我国痰菌阴性肺结核占肺结核总数的
4(7

!

8'7

左右+非典型结核患者由于其症状及影像学表现不典型#容易

误诊,漏诊+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XQ+

&检测与常规方

法比较具有时间短#敏感度高#特异性强#可以少到检出标本中

的
$(

个结核分支杆菌#能及早诊断非典型结核患者+本文对

本院
%((6

年
$

月至
%($$

年
4

月临床痰菌阴性的非典型结核

患者和其他肺部疾病患者$如肿瘤,肺炎,肺不张等&行纤支镜

检查#人数为
'%4

例#取纤支液标本使用荧光定量
XQ+

法检测

K-92Z.

#同时用浓集法涂片查找抗酸杆菌的进行分析#以期

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6

年
$

月至
%($$

年
4

月本院临床痰

菌阴性的非典型结核患者或其他肺部疾病患者$如肿瘤,肺炎,

肺不张等&纤支镜灌洗液#人数为
'%4

例#其中男
:6)

例#女

$%)

例#年龄
$'

!

8'

岁+

$&/

!

方法

$&/&$

!

K-92Z.

检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XQ+

法
!

按照试剂

盒的要求对纤支液用生理盐水洗涤沉淀
:

次#弃上清液+向沉

淀加入
2Z.

提取液
:(

%

/

#

:8V

水浴
:(OA;

+再放入
$((V

干浴器
$(OA;

+冷却后
$:(((=

"

OA;

离心
$(OA;

#取
%

%

/

标

本进行
XQ+

扩增+反应条件为!

:8V'OA;

#

6*V$OA;

#

6'

V'OA;

#

4(V:(E*%

个循环#反应体系为
*(

%

/

#扩增完毕直

接在电脑上分析产物#人工观察扩增曲线呈圆滑
1

型且
QK

#

:)

时#判为阳性+

$&/&/

!

浓集法涂片查找抗酸杆菌
!

取纤支液约
$(O/

加
'

倍量蒸馏水#经
$%$V

高压灭菌
%(OA;

#冷却后取
$(O/

加蒸

馏水至
'(O/

以
:(((=

"

OA;

离心
:(OA;

#取沉淀物涂片进行

抗酸染色#镜检找抗酸杆菌)

%

*

+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
.-8:((

荧光
XQ+

检测仪#试剂盒

为深圳匹基公司的产品+本试剂盒采用一对
XQ+

引物和一个

荧光双标记的探针#该探针能与引物扩增区域中间的一段

2Z.

模板发生特异性结合#从而将
XQ+

技术和荧光检测技结

合起来#实现了对
K-

核酸的自动化检测+

$&1

!

统计学方法
!

对实验数据用
TR0>N%((:

进行配对检验分

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荧光定量
XQ+

法检测
K-92Z.

和浓集法涂片查找抗酸

杆菌 的 结 果#

XQ+

法 阳 性
*'

例 $

)&''7

&#阴 性
*)%

例

$

6$&*'7

&%涂 片 法 阳 性
$%

例 $

%&%)7

&#阴 性
'(6

例

$

68&8%7

&#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
!!

论

近年来由于结核分支杆菌耐药菌株的出现#结核病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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