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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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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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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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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8%96*''

"

%($%

$

('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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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DPC>5QNA;

!

CD=0H%($%

!

Y<N&6

!

Z<&'



率又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

年我国第四次结核病流行病学

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现有活动性肺结核病患者
*'$

万#菌

阳肺结核病患者
$64

万+临床上非典型结核患者由于其症状

及影像学表现不典型#无典型结核病胸部
j

线及
QK

表现#病

变部位不完全符合结核性改变#尤其无痰或反复痰检阴性容易

误诊,漏诊)

:

*

+目前在我国肺结核的实验室诊断方法有涂片法

和分离培养法#涂片抗酸染色是检查结核菌的首选方法#其阳

性率与患者排菌量明显相关#排菌量少,易漏检#需要多次送

检#直接导致阳性率较低%结核菌分离培养是
K-

诊断的金标

准#但
K-

繁殖速度慢#生长条件要求高#周期过长#因此造成全

国约有
'(7

的肺结核病患者未被发现#给人群造成巨大威胁+

纤支镜检查应用于临床以来#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作为呼吸系统

的治疗手段#日益广泛#纤支镜对肺结核病#尤其是位于非典型

好发部位的肺结核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

*

+支气管镜不但可以直

观气管#支气管内病灶#了解病变的程度#而且可以直接从病变

部位取样#进行结核菌和病理学检查#显著提高确诊率)

'

*

+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核酸扩增技术的发

展#把结核病诊断方法推向更高领域+实时荧光定量
XQ+

法

较常规的培养法#直接涂片法相比具有检测时间短#敏感度高#

特异性强的特点+本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XQ+

法检测了
'%4

例纤支灌洗液#总阳性率为
)&''7

#明显高于常规涂片染色法

$

!

#

(&('

&#证明
XQ+

法优于传统的涂片,培养等方法)

4

*

+由

于本文中的数据仅仅是对所有使用纤支镜检查的患者所留取

的纤支液标本#而非严格选择的肺结核患者的标本进行分析

的#阳性率较王海宾等)

*

*报道的
:4&'7

低+

对于不明原因的长期咳嗽,咳痰,喉部水肿,

j

线或胸部

QK

提示有结核活动病灶#支气管镜是明确诊断的必要手段#

纤支镜导管对支气管,肺机械性刺激和灌洗可起到疏通引流支

气管#促进痰量增加的作用#可提高结核菌的诊断率+实时荧

光定量
XQ+

是在全封闭状态下实现
XQ+

扩增产物的分析#完

全杜绝扩增产物的污染而导致的假阳性#结果真实可靠#采用

荧光定量
XQ+

方法检测冲洗液中
K-92Z.

是快速诊断结核

感染的一种方法#其结果可作为结核病的主要诊断依据指标和

筛选指标+

XQ+

技术对于评估临床疗效#疫情的监控#发病的

机制和人群的普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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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肺性脑病患者血清
19$((

'

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酶的应用研究

程
!

晖!汪宏良"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检测肺性脑病患者血清
19$((

'

蛋白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酶"

Z1T

$的浓度!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

%6

例健康者为健康对照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Q_X2

$无呼吸衰竭无肺性脑病
%4

例!

Q_X2

并发呼吸

衰竭
:'

例!

Q_X2

并发肺性脑病
:)

例'肺性脑病组分为轻型"

$*

例$%中型"

$:

例$%重型"

$$

例$

:

组'用双抗体夹

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T/!1.

$法检测血清中
19$((

'

蛋白!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
Z1T

!并进行比较分析'结

果
!

Q_X2

并发肺性脑病组和
Q_X2

并发呼吸衰竭组血清
19$((

'

和
Z1T

值明显高于
Q_X2

组及健康对照组"

!

值均小于
(&('

$!而
Q_X2

组与对照组血清
19$((

'

和
Z1T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值均大于
(&('

$'肺性脑病

重%中型组患者血清
19$((

'

%

Z1T

水平显著高于轻型组"

!

#

(&('

$!重型和中型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

论
!

检测血清
19$((

'

蛋白和
Z1T

浓度!对于
Q_X2

并发肺性脑病及呼吸衰竭的诊断%病情的评估及脑损害的程度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可作为评判颅内损伤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

肺性脑病#

!

脑损伤#

!

19$((

'

蛋白#

!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酶

!"#

!

$%&'()(

"

*

&+,,-&$)./0(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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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性脑病$

M

LNO<;D=

I

>;0>

M

HDN<

M

D?H

I

#

XT

&是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Q_X2

&最常见且病死率最高的并发症#是因各种慢性

肺胸疾病伴发呼吸衰竭,导致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而出现的

各种神经精神症状的一种临床综合征+目前主要依靠临床症

状和动脉血气分析来诊断#缺乏一个能够诊断脑损害的生化指

标+

19$((

'

蛋白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酶$

;>L=<;E

M

>0A@A0>;<9

NDE>

#

Z1T

&主要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脑组织损伤后进入脑脊

髓液#经血脑屏障进入血液循环+

19$((

'

蛋白和
Z1T

检测已

经被作为脑损伤标记物用于判断疾病是否累及神经系统#神经

元损伤的严重程度以及用于评价治疗效果+本研究旨在探讨

血清
19$((

'

蛋白和
Z1T

检测对呼吸衰竭患者肺性脑病的诊

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6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黄石市中

心医院呼吸内科住院的
4)

例
Q_X2

患者血清#其中男
:'

例#

女
::

例#年龄
*6

!

)6

岁#平均$

8:&')a6&)'

&岁+临床诊断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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