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方法
!

每份尿液标本充分混匀分成
$

管各
%#-Z

#

%

管

用于
>&)?:!<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另
%

管用于镜检*

>&)?

:!<

尿沉渣分析严格按操作说明书操作(尿沉渣镜检按参考文

献+

%

,进行*

/

!

结
!!

果

/6$

!

>&)?:!<

检查+

$

,红细胞正常范围!男
#

(

%$

"

'

Z

#女
#

(

$9

"

'

Z

(白细胞正常范围!男
#

(

%$

"

'

Z

#女
#

(

$!

"

'

Z

(管型正常

范围
#

(

#6!

"

'

Z

*显微镜检查正常范围!红细胞
#

(

<

"高倍视

野#白细胞
#

(

"

"高倍视野#管型
#

(

%

"低倍视野*两种方法检

测
<

种有形成分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种检测方法尿标本的有形成分结果%

(

&

;

'(

方法 白细胞 红细胞 管型

干化学
<%$

$

<%6$

%

<<"

$

<<6"

%

#

>&)?:!< <<"

$

<<6"

%

<!8

$

<!68

%

%!!

$

%!6!

%

尿镜检
<#$

$

<#6$

%

<$!

$

<$6!

%

9"

$

96"

%

/6/

!

检测红细胞和白细胞符合率较高#

YS+

为
886";

#

2S+

为
7#6%;

(管型符合率较低#为
$:6%;

*

'

!

讨
!!

论

从表
%

可以看出尿镜检#

>&)?:!<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以

及干化学检测的结果有所不一致*其原因是!$

%

%尿于化学试

纸法是依据纸带的化学颜色变化来显示测定结果+

<

,

*尿干化

学试纸法中红细胞测定是利用血红蛋白具有过氧化氢酶活性#

可以使过氧化氢茴香素分解出氧#后者可氧化还原使其显色来

测定结果*但是此方法易受热酶和维生素
+

的干扰#从而影

响其测定结果*白细胞测定是检测中性粒细胞胞浆内的特异

性酯酶#该酶可催化吲哚酚酯分解为吲哚#吲哚再与重氮盐反

应使纸带呈现紫红色(但是#此种酶在淋巴细胞和其他非中性

粒细胞中不存在*因此#这种方法只能检测尿液中是否含有中

性粒细胞#不能代表全部白细胞#所以在一些以淋巴细胞为主

的尿液中#例如#器官移植后#尿液中白细胞主要以淋巴细胞为

主*此时#尿干化学检测会出现假阴性结果#对检测结果有重

要影响*$

$

%

>&)?:!<

尿沉渣分析仪法是利用流式细胞和电

阻抗的技术#主要干扰因素为细菌和类酵母菌以及草酸钙结

晶)非晶型结晶)尿酸盐结晶)精子)脂类等*由于仪器将荧光

强度低和前向散射光强度低的都可归为红细胞#这些物质的形

态和染色的敏感性及散射光强度与红细胞相似#在散点图中与

红细胞交叉分布从而干扰仪器计数#将其误认为红细胞*小圆

上皮细胞和滴虫与白细胞相似#因此影响白细胞的检测*尿液

中黏液丝大量存在并聚集#其电阻强度与透明管型一致而被荧

光染色后#发出强的前向散射光脉冲#在大小和外形上接近管

型而被仪器误认为管型*

所以#使用
>&)?:!<

仪器进行尿沉渣检验时#其检测结果

只能作为过筛检测#特别是阳性结果时千万不能将其检测结果

作为最终确认报告直接向临床发出#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医疗差

错#

>&)?:!<

分析仪检测阴性结果应对照尿干化学结果#当两

者一致时可以发出阴性检测报告*当有形成分计数阳性特别

是管型计数阳性时#必须通过显微镜检方法复查确认后方可向

临床发出最终检测报告*

总之#尿液分析应在尿干化学试纸法和
>&)?:!<

全自动

尿沉渣分析仪法联合应用的基础上再进行尿沉渣镜检#可作为

确诊的结果*且尿沉渣镜检对有形成分都应有准确的描述#是

发现管型)真菌)滴虫等的必要手段#也是
>&)?:!<

全自动尿

沉渣分析仪法和尿干化学试纸法不可替代的惟一途径*检验

人员应提高尿沉渣镜检的技术能力#重视尿沉渣镜检的重要临

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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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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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科'

$6

血透室!成都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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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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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烂性扁平苔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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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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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苔藓好发于口腔黏膜#近几年发病率有增高趋势*由

于扁平苔藓的症状表现不一#根据其发病情况)皮疹形态与排

列特点#临床将其分为网状型)丘疹型)斑状型)萎缩型)溃疡型

及水疱型*而扁平苔藓糜烂型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并较之其

他更易有癌变潜能*目前虽治疗方法较多#但效果较差*本科

室运用局部封闭治疗治疗糜烂性扁平苔藓#效果显著*

$

!

临床资料

$6$

!

一般资料
!

本组
9"

例#男
%8

例#女
$:

例#年龄
9$

(

"8

岁#病程
9

个月至
$

年#均为糜烂型口腔黏膜扁平苔藓患者#病

损分布于颊)舌)唇)龈)腭等区域黏膜#所有患者的诊断根据临

床病损特点#结合病理组织检查确定*

$6/

!

治疗方法
!

曲安奈德注射液
$#-

F

加上
$;

利多卡因注

射液
%-Z

#加上维生素
S

%$

"##

'

F

#配制成混合药液#在病损区

黏膜下基底部注射#病变范围大者可采用多点注射方法#

%

月
%

次#

%

月为
%

疗程#治疗时间为
<

(

9

疗程#病程严重者可适当

增加疗程#并评定疗效*

$6'

!

疗效标准
!

采用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扁平苔藓$萎缩)糜

烂型%疗效评价标准*显效$

%

%客观指标!治疗后充血)糜烂完

全消失#白色条纹无或轻微*$

$

%主观指标!无自觉症状#疼

痛完全消失*有效$

%

%客观指标!治疗后充血)糜烂的面积缩

小#白色条纹减少*$

$

%主观指标!自觉症状不明显#疼痛减

轻*$

%

%客观指标!治疗后充血)糜烂的面积无变化或增加#白

色条纹无变化或增加*$

$

%主观指标!自觉症状明显#疼痛无

减轻或加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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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
!!

果

本组
9"

例患者经
%

次注射治疗后#有
%9

例糜烂面缩小)

变浅#自觉症状明显减轻#其中有
9

例糜烂面全部愈合(注射
$

(

<

次后#

$#

例糜烂面完全消失#

!

例病损面积变浅)缩小#注

射
9

次后#

<$

例糜烂面完全消失#

8

例糜烂面缩小#随访
"

个月

至
<

年#在
<#

例完全愈合的患者中#有
%$

例在停药后
%

年后

复发*于是再次注射治疗#

9

例愈合#

!

例好转*

'

!

讨
!!

论

糜烂型口腔黏膜扁平苔藓常以水疱)破溃)糜烂为主要表

现#患者有明显的自发及激发性灼痛感#临床症状较重#传统的

治疗效果差#易复发#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口腔扁平苔藓

是一种局限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应答参与扁平苔藓的发病

机制#已经取得证实*现已了解人类各组织细胞包括角朊细胞

能分泌一种能刺激胸腺细胞和淋巴细胞增殖的物质#它以化学

方式吸引和激活淋巴细胞形成以淋巴细胞炎症浸润为特征的

疾病及牛皮癣等#这种
)(>W

已证实为白细胞介素#它具有多

种生物学活性及对扁平苔藓免疫调控作用(可促进
(9

阳性细

胞增加*白细胞介素又能分泌
,

?

干扰素#诱导角朊细胞分化

增殖#这就导致上皮表层增厚#在临床上形成白色斑纹损害*

由于角朊细胞的
U3+

+

类抗原表达以及角朊细胞本身具有

分泌白细胞介素
?$

的功能#反馈又加强了淋巴细胞对上皮的

吸附作用下因而引起以淋巴细胞炎症浸润为特征的病变#这些

浸润的淋巴细胞以
(9

为主#因此
(9

识别抗原与
U3+

+

密切

相关*白细胞介素
?$

活性增强又可增
5(0

)

(P

等细胞活性#

故也具有对基膜的细胞毒作用#并产生上皮自身抗原#此抗原

以及上述角朊细胞的
'>?aY

抗原表达与上皮下的郎格罕细

胞)巨噬细胞和已激活的淋巴细胞#产生对上皮靶细胞的攻击#

导致上皮基膜破坏*扁平苔藓基底膜下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并在基底细胞与基底膜分离的空隙中形成上皮下水疱#变性的

桥粒可能成为抗原而引起自身免疫反应*应用免疫抑制剂治

疗扁平苔藓越来越得到广泛开展#用肾上腺皮质类固醇局部注

射的效果比全身治疗更为有效*局部注射曲安奈德能缩短辽

程#减轻患者痛苦#其作用机制可能为!$

%

%提高毛细血管张力#

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

$

%稳定溶酶体膜#减少溶酶体内水解酶

的释放($

<

%收缩血管#减轻局部充血($

9

%抑制白细胞和巨噬细

胞移行血管外#减少炎症浸润性组织反应($

"

%保护细胞基质和

稳定细胞膜的通透性#减轻间质水肿*本治疗方法使用曲安奈

德剂量小#且口腔黏膜血液循环丰富#局部注射曲安奈德不会

增加继发感染*本方法疗效肯定#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采用曲安奈德局部注射#可使药物直接穿过黏膜进入病变

组织#其吸收缓慢#维持时间长#经
%

(

$

次给药后可以长时间

减轻症状(在连续给药后症状缓解的持续时间可以延长#且用

量少)间隔时间长)不良反应轻*部分病例在局部注射曲安奈

德后有复发现象*由于是局部用药#剂量小#在停药一段时间

后可再次使用*因此#小剂量)短疗程局部使用曲安萘德注射

液治疗扁平苔藓是安全)有效的方法之一*

同时学者普遍认为扁平苔藓与精神因素)免疫学因素)代

谢紊乱)全身性中胚叶异常均有密切关系*而维生素
S

%$

参与

机体内许多生化代谢反应#如促进四氢叶酸类辅酶循环的作

用#参与三羧酸循环*这些作用对于神经鞘中产生脂蛋白有重

要意义*维生素
S

%$

还可使含巯基的酶维持于活性的还原状

态#参与广泛的蛋白质及脂肪代谢*维生素
S

%$

无任何不良反

应#并可配合其他药物治疗*维持中枢及周围有髓神经的正常

代谢过程#保持上述维护功能的完整性#从而达到对口腔黏膜

扁平苔藓的治愈*故目前本科室采用的曲安奈德)维生素
S

%$

)

利多卡因行封闭治疗糜烂型口腔黏膜扁平苔藓是安全#有效的

方法*

参考文献

+

%

, 周刚
6

口腔扁平苔藓$萎缩型)糜烂型%疗效评价标准$试

行%+

b

,

6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

#

9#

$

$

%!

7$?7<6

+

$

, 管志江
6

扁平苔藓的免疫治疗及其作用机制+

b

,

6

国外医

学!口腔学分册#

%77<

#

$#

$

9

%!

$#9?$#:6

+

<

, 李秉琦
6

口腔黏膜病学+

U

,

6$

版
6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8"?7#6

+

9

, 杜艳敏
6

帕夫林联合曲安奈德治疗口腔扁平苔藓+

b

,

6

医

药论坛杂志#

$##9

#

$"

$

%

%!

$"?$!6

$收稿日期!

$#%%?%#?$!

%

移液器的细菌监测

石
!

英"湖北省中医院检验科!武汉
!

9<##:9

$

!!

"关键词#

!

移液器'

!

细菌监测'

!

感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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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S

文章编号$

%!:$?79""

"

$#%$

$

#!?#:!!?#$

!!

目前#移液器在医院检验科已广泛使用*但在实际工作当

中#检验人员对移液器的消毒工作不够重视#经常交叉使用#容

易造成手污染+

%

,

*为了解移液器的携菌情况#作者对未经消毒

的移液器进行了细菌监测*

$

!

材料与方法

$6$

!

标本来源
!

随机抽取本科室使用中的
$#

个移液器#对移

液器的手柄部位反复进行采样#共留取
$#

份标本作了细菌监

测*

$6/

!

采样方法
!

参照
TS%"78$?%77"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采样时用无菌棉拭子蘸取无菌生理盐水在移液器表面横竖往

返均匀涂擦#并随之转动棉拭子#然后以无菌操作剪去掉手接

触部分#将棉拭子放入
%#-Z

无菌生理盐水试管内#反复震荡

后吸取
%-Z

倾注营养琼脂#

<:X

温箱培养
$9G

后进行菌落

计数*为了更好地分离)判别细菌的构成#采用合肥恒星
3_?

$%

细菌鉴定仪对检出细菌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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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6$

!

带菌量
!

$#

个移液器表面平均细菌菌落计数为
:"0ML

"

0-

$

#带菌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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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种类
!

移液器表面共检出细菌
8#

株#其中金黄色葡

萄球菌
%8

株$

$$6"#;

%#表皮葡萄球菌
%"

株$

%86:";

%#鲍曼

不动杆菌
%$

株$

%"6##;

%#大肠埃希菌
%#

株$

%$6"#;

%#铜绿

假单胞菌
:

株$

86:";

%#枯草芽胞杆菌
"

株$

!6$";

%#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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