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分布结果
!

大肠埃希菌主要来源于尿液,痰液等#

$$$

株

大肠埃希菌分布分别是痰液
6$

株$

#$%1#7

&#尿液
9$

株

$

#:%817

&#血液
&

株$

$%$&7

&#其他
:#

株$

$#%#97

&+

/%'

!

药敏试验结果
!

见表
"

+所有质控菌的药敏试验检测结

果均在
Z!!5O

规定的范围内#

"&

种抗生素中亚胺培南,美洛

培南和丁胺卡那对
$$$

株大肠埃希菌是最敏感的#耐药率均低

于
&%''7

+其次是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舒普深#耐药率分别

为
"'%9"7

和
"9%'$7

#但有
9:%817

的菌株对氨苄西林耐药+

2O(5+

的菌株耐药性明显高于不产
2O(5+

的菌株+

表
"

!

$$$

株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分析(

,

&

7

')

抗生素
2O(5+

$

b

&

$

"'&

例&

2O(5+

$

S

&

$

""6

例&

2O(5+

$

b

&和

2O(5+

$

S

&$

$$$

例&

丁胺卡那
"&

$

"1%$8

&

$'

$

"6%'8

&

#&

$

"&%66

&

头孢唑啉
"'&

$

"''%''

&

""

&'

$

1$%61

&

"&&

$

:8%9$

&

头孢噻肟
"'&

$

"''%''

&

""

#"

$

$:%&'

&

"#:

$

:"%$:

&

头孢他啶
"'&

$

"''%''

&

""

#&

$

$8%8"

&

"1'

$

:#%':

&

头孢呋辛钠
"'&

$

"''%''

&

""

16

$

1'%"6

&

"&$

$

:9%16

&

庆大霉素
:8

$

:&%61

&

"

:"

$

&$%"1

&

"#'

$

&9%&:

&

美洛培南
"

$

'%8&

&

"

8

$

6%:8

&

"'

$

1%&'

&

左氧氟沙星
91

$

9'%''

&

""

&"

$

1#%&8

&

"#&

$

:'%9"

&

氨苄西林
"'&

$

"''%''

&

""

99

$

6&%$"

&

"8#

$

9:%81

&

头孢吡肟
"'&

$

"''%''

&

""

$6

$

$#%'9

&

"#$

$

&8%1:

&

头孢呋辛酯
"'&

$

"''%''

&

""

&9

$

18%&6

&

":#

$

6#%1$

&

头孢西丁
#"

$

$8%&$

&

#'

$

$&%:1

&

:"

$

$6%19

&

亚胺培南
"

$

'%8&

&

&

$

1%$6

&

:

$

$%6'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1%6:

&

""

"8

$

":%$1

&

$1

$

"'%9"

&

舒普深
$#

$

$"%8'

&

"6

$

"1%&#

&

1'

$

"9%'$

&

!!

注!与
2O(5+

$

S

&比较#

"

G

$

'%'&

#

""

G

$

'%'"

+

'

!

讨
!!

论

2O(5+

是一类能水解的广谱青霉素,

#

代头孢菌素及单环

,

,

内酰胺酶类抗生素的
,

,

内酰胺酶#使产酶菌在有
,

,

内酰胺酶

抗生素存在条件下能生存#但对碳青霉烯类,头霉素及酶类抑

制剂敏感+本文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
2O(5+

检出率为

16%#'7

#高于
$''9

年钮博等)

1

*报道的
1'7

+由此可见#由于

临床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导致大肠埃希菌
2O(5+

不断提高+

产
2O(5+

大肠埃希菌对除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和丁胺卡那外

的其他
"#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均明显高于
2O(5+

阴性株+但

值得注意的是#

Z!!5O

文件指出#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氨曲

南对产
2O(5+

菌株在体外可能出现敏感#但治疗无效#故均应

做耐药报告+因此正确检出
2O(5+

#并对结果进行解释#这对

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抗生素#提高治疗效果#控制耐药菌株传播#

防止院内感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本文结果显示#含酶抑制剂复合抗生素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的耐药率为
"'%9"7

#此结果表明#联合药敏试验的协

同作用#对临床抗菌治疗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也为多重耐药

菌的治疗开辟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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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梅毒相关血清学检测阳性患者的分布及结果分析

范金斌"江苏省宿迁市中医院检验科
!

$$#9''

%

!!

"摘要#

!

目的
!

对梅毒相关血清学检测阳性患者的分布及结果进行分析&方法
!

所有样本均以血浆反应素环

状卡片试验"

-.-

%和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5PO)

%检测!两种方法同时阳性则发出+阳性,报告!若只有一种

阳性则用生理盐水倍比稀释血清至
"0":

复检并加做胶体金快速检测试验"

Og.

%&患者按门诊或住院'年龄"新生

儿'

$"

"

:'

岁'

&

:"

岁%分组并分析结果&结果
!

在
"8"

例
-.-

和"或%

<.,25PO)

阳性患者中!女
""$

例!多于男性

的
68

例!门诊
"'1

例!高干病房
96

例&

-.-

"

b

%'

<.,25PO)

"

b

%

":'

例!

-.-

"

b

%'

<.,25PO)

"

S

%'

Og.

"

S

%

$'

例!

-.-

"

S

%'

<.,25PO)

"

b

%'

Og.

"

b

%

8

例!

-.-

"

S

%'

<.,25PO)

"

b

%'

Og.

"

S

%

$

例&结论
!

应重视对住院患者

传染病的检查!梅毒检测时应选用联合检测法并注意区分由于种种因素导致的假阴性和假阳性&

"关键词#

!

梅毒$

!

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

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胶体金快速检测试验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1&&

"

$'"$

%

"',"$1",'$

!!

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会产生非密螺旋体抗体和密螺旋

体抗体+前者为抗类脂抗体#也称反应素#是非特异性抗体+

后者为
<%

B

CAAF>H4

的
P

/

X

"

P

/

W

类抗体#是特异性抗体)

",$

*

+由

此临床上存在多种检测方法#主要分为非特异性抗体检测如血

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

&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

<-eO<

&等#特异性抗体检测如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

验$

<..)

&,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25PO)

&,胶体金快速

检测试验$

Og.

&等+本文对
$'"'

年
8

月至
$'""

年
#

月来本

院就诊进行梅毒相关血清学检测
-.-

和$或&

<.,25PO)

阳性

的
"8"

例患者分布情况及结果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8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就诊的门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5CLW?>!AF3

!

WC

D

$'"$

!

Y=A%8

!

Z=%"'



诊及住院患者共
"8"

例$不包括复诊患者&#其中男
68

例#女

""$

例#新生儿
#

例#其余为
$"

"

9$

岁+门诊患者
"'1

例#主要

来源于皮肤性病科%住院患者
96

例#主要来源于术前及输血前

做常规传染病筛查的住院患者+以上患者在做梅毒相关抗体

-.-

以及
<.,25PO)

检测时为两种同时或至少一种结果为

阳性+

$%/

!

试剂与仪器
!

-.-

试剂由上海科华公司提供%

<.,

25PO)

试剂由北京金豪制药有限公司提供的双抗体夹心一步

法检测试剂%

Og.

试剂由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仪器为伯乐
:9'

酶标仪和
g<,JC+*

%

型全自动洗板机+

$%'

!

方法
!

所有做梅毒抗体检测的样本均以
-.-

和
<.,

25PO)

检测#两种方法均阳性则发出阳性报告#若其中一种检

测阳性#用生理盐水将血清倍比稀释至
"0":

#再用
-.-

,

<.,

25PO)

两种方法和
Og.

对原始血清及稀释血清进行检测#作

出结果判断+将所有患者按门诊或住院,不同年龄$新生儿,

$"

"

:'

岁,

&

:"

岁&分组并对不同组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

!

结
!!

果

/%$

!

"8"

例患者按门诊或住院,年龄$新生儿,

$"

"

:'

岁,

&

:"

岁&分 布 结 果 见 表
"

+在 所 有 的 阳 性 患 者 中#女
""$

例

$

&9%:7

&#多于男性的
68

例$

1"%17

&%门诊
"'1

例$

&1%67

&#

高干病房
96

例$

1&%#7

&%不同年龄组中
$"

"

:'

岁的患者共

"1:

例$

6:%17

&+

表
"

!

"8"

例患者按门诊或住院*不同年龄组分布情况

组别 男 女 新生儿
$"

"

:'

岁
&

:"

岁

门诊
&# &" ' 81 "'

病房
$: :" # &$ #$

/%/

!

为避免检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由于检测方法敏感性和特

异性不一致,带现象,感染早期时的低浓度等导致的假阴性与

假阳性问题#当
-.-

,

<.,25PO)

其中只有一种检测阳性时#将

血清用生理盐水将血清倍比稀释至
"

!

":

#再用
-.-

,

<.,

25PO)

两种方法和
Og.

对原始血清及稀释血清进行检测#作

出最终结果判断+见表
$

+

表
$

!

经初*复检后不同检测结果模式的患者分布

模式
,

新生儿
$"

"

:'

岁
&

:"

岁

-.-

$

b

&,

<.,25PO)

$

b

&

":' # "#& $$

-.-

$

b

&,

<.,25PO)

$

S

&,

Og.

$

S

&

$' ' $ "9

-.-

$

S

&,

<.,25PO)

$

b

&,

Og.

$

b

&

8 ' 6 $

-.-

$

S

&,

<.,25PO)

$

b

&,

Og.

$

S

&

$ ' $ '

!!

注!$

b

&表示阳性#$

S

&表示阴性+

'

!

讨
!!

论

人体感染梅毒后会产生两种抗体#即密螺旋体抗体和非密

螺旋体抗体+密螺旋体抗体是直接针对梅毒螺旋体产生的抗

体#一般在感染
$

周后即可产生#但感染后产生的
P

/

X

抗体经

过抗梅毒治疗后仍然持续存在#甚至可终生存在#因此
<.,

25PO)

检测阳性只能说明正在感染或既往感染#不能判断梅

毒是否活动#也不能作为疗效指标)

#

*

+非密螺旋体抗体是梅毒

在破坏人体组织的过程中#在体内释放一种抗原性心磷脂#刺

激机体产生反应素#该反应素与从牛心中提取的心磷脂在体外

发生免疫反应#是非特异性反应#主要用于梅毒的初筛#其浓度

的高低可用于疗效的观察+

本文观察的
"8"

例患者中#门诊患者
"'1

例#主要来源于

皮肤性病科+这些患者就诊时往往具有相应的临床症状或病

史#检验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
-.-

$

b

&和
<.,25PO)

$

b

&的比例很高#达
8:%$7

$

"''

"

"'1

&#余下的
1

例结果分别

为
-.-

$

S

&,

<.,25PO)

$

b

&,

Og.

$

b

&

$

例#

-.-

$

S

&,

<.,

25PO)

$

b

&,

Og.

$

S

&

$

例#结合临床分析为梅毒早期患者及高

危人群来院体检者#但其中有
"

例未能追踪+在
8

例
-.-

$

S

&,

<.,25PO)

$

b

&,

Og.

$

b

&中有
&

例为既往感染者+值得

重视的是本文中住院患者
96

例#虽较门诊略少#但仍占

1&%&7

#这些患者由于无明显症状或患者隐瞒病史#其潜在的

危害性远高于在门诊就诊的患者#由此提示对住院患者进行相

关传染性疾病检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常规做乙型肝炎病

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QPY

&,梅毒等检测+本

文中有
#

例新生儿结果为
-.-

$

b

&和
<.,25PO)

$

b

&#由于本

文检测的是
P

/

W

和
P

/

X

的混合抗体#而
P

/

X

抗体会通过胎盘#

因而其阳性意义较为局限+在
$'

例
-.-

$

b

&,

<.,25PO)

$

S

&,

Og.

$

S

&患者中有
"9

例$

8'7

&为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的老年人#经临床证实为假阳性+有报道人体某些生理或病理

状态#如妊娠,老年人,病毒感染,

QPY

感染,静脉注射毒品,结

核,麻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血管病,多次输血等#非特异性抗

体都可以呈假阳性)

1

*

+

虽然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较多#但存在不同方法间敏感性

与特异性的差异#此外#带现象,假阴性,假阳性等也影响临床

判断)

&

*

+阳性结果只提示所测标本中有抗类脂抗体和$或&

<%

B

CAAF>H4

抗体存在#不能作为现症感染梅毒螺旋体的绝对依

据+有学者认为#将
-.-

,

25PO)

和
<..)

联合检测是目前梅

毒筛查最有效,最准确的方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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