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接受合格痰标本白细胞较多#鳞状上皮细胞比理想合格标本

多#但不超过
"$

个$低倍视野&#说明痰液也是来自下呼吸道#

但轻微受到污染#细菌种类小于或等于
(

种也限定了它受污染

的程度较轻#所以这种标本还可以接受)

&

*

+不合格痰标本鳞状

上皮细胞数量很多#说明痰标本受污染程度严重+通过直接涂

片镜检将痰标本分为
(

类#对合格标本进行培养鉴定#而不合

格标本应建议患者重新留取)

$

*

+痰涂片能够筛选合格标本#从

而提高了痰培养的阳性率和准确性#进而更好地指导临床+

'#/

!

痰涂片检菌结果与痰培养结果不符的原因分析
!

对痰涂

片与培养结果不符情况进行分析#培养阳性涂片阴性的细菌以

革兰阴性杆菌和真菌为主#一方面可能因为菌量较少#涂片时

没有取到含有致病菌的痰液%另一方面也与痰标本性状有关#

当标本黏稠时#细菌被黏液和脓细胞包裹#镜检是无法清晰地

看到致病菌的形态#造成漏检)

)

*

+培养阴性涂片阳性的标本一

方面是可能是患者在留取标本前已接受抗生素治疗#痰液中有

一定的药物浓度#致病菌生长受到抑制%另一方面可能是苛养

菌或真菌#培养条件不适合该菌生长+

正确分析痰涂片与培养结果#对于痰标本中致病菌的鉴定

有重要意义#只有准确鉴定出痰标本中真正的致病菌#才能确

保痰标本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从而指导临床合理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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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贵州省黔南地区人群
*

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
"

'

(

"

F*2U

"

'

(

$的感染情况%方法
!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贵州省黔南地区一般人群
4"'%

例进行
F*2U

"

"

'

(

$抗体筛查!阳性结果用蛋白印迹试验

"

1̂

$确认%结果
!

经检测有
)

份标本初检阳性!但经
1̂

确认均为阴性%结论
!

本调查未发现
F*2U

"

"

'

(

$抗

体阳性!要进一步了解感染及流行情况有必要加大调查范围和相关疾病的调查%

"关键词#

!

人类
*

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
"

'

(

#

!

感染#

!

病毒#

!

抗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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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4"0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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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
*

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

F*2U

&是
"%

世纪
4%

年代

发现的一种逆转录病毒#属逆转录病毒科的
QS3

肿瘤病毒亚

科
,

型病毒#主要侵犯
*

淋巴细胞#分类上主要有
"

,

(

型+

F*2U

可导致
*

淋巴细胞性恶性疾病如成人
*

细胞白血病,

*

细胞淋巴瘤,皮肤
*

细胞淋巴瘤和毛细胞白血病等)

!

*

#

F*2U

还具有嗜神经性可引起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

"

*

#

F*2U

主要传播途径为输血,注射,性接触等+

F*2U

的感染

有一定的地域分布#并且各地的感染率差异很大#贵州省黔南

地区的
F*2U

感染情况未有报道#为此本文对该地区人群进

行了
F*2U

$

"

"

(

&抗体的检测#现将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检查人群为
"%!%

!

"%!!

年本院的一般患者

$非白血病,非神经系统疾病&和健康体检人群+

$#/

!

样本
!

采集
%

!

5%

岁人群共
4"'%

例$其中男
"$4%

例#

女
&4!%

例&静脉血加入
(#'O

枸橼酸钠抗凝#离心后分离的

血浆+

$#'

!

试剂
!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

.2K+3

&双抗夹心酶联法试剂盒#均在有效期内严格

按照操作说明书操作+

$#1

!

仪器
!

VSX05)%"M

酶标仪$北京普朗公司&,

VSR0

5)"%3

洗板机$北京普朗公司&#使用前经监测各项参数在要求

范围内+

$#2

!

检测方法
!

对
4"'%

份血浆样本进行
F*2U

$

"

"

(

&抗

体检测%按试剂说明要求操作#每次检测设阳性对照$

L

&

"

孔,

阴性对照$

S

&

(

孔,空白对照$

1

&

!

孔和质控$

c

&

!

孔+阳性或

可疑标本进行双孔复查%根据
.2K+3

试剂盒规定计算
AG<6BB

值#

AG<6BB]SY%#!'%

#样本
D

"

>#

%

!#%

判定为结果阳性#

D

"

>#

$

!#%

为阴性+

.2K+3

阳性结果采用免疫印迹法$

1̂

&确

认+

/

!

结
!!

果

检测血浆标本
4"'%

份#

F*2U

$

"

"

(

&抗体
.2K+3

检测

阳性结果为
)

份#经
1̂

方法确认结果均为阴性+

'

!

讨
!!

论

F*2U

的流行呈世界性广泛分布,局部地区高发的特点#

高发地区主要为日本南部,非洲中西部,美洲中南部及大洋洲

西部)

(

*

+不同地区人群报道的感染率有较大差异#如日本为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4

月第
5

卷第
!(

期
!

2/IX:H,J78

!

[GJ

N

"%!"

!

U6J#5

!

S6#!(



%#$O

!

&&#$O

)

&

*

#加 勒 比 地 区 为
"O

!

!"O

)

&

*

,法 国 为

%#%%"O

!

%#%($O

#英国为
%#%%!O

!

%#$$%O

)

$

*

+国内的

F*2U

流行病学调查开始于
!5'&

年#此后不断有相关的报

道+我国的
F*2U

的感染呈现从福建广东沿海向内陆地区扩

散的态势#根据季阳等和白松涛等报道我国献血者中
F*2U

总体感染率为
%#%!O

!

%#(%O

#福建阳性率最高)

)04

*

#其中莆

田地区甚至达
%#$$O

)

'

*

%

F*2U

抗体阳性人群主要分布于闽,

粤,新,桂,赣,鄂,浙,沪,鲁,晋,川,京等省市#苏,津,琼,冀等

省市未发现#其他省市未见报道$以上报道的阳性结果均用

1̂

法或
KW3

法确认&+本次调查共检测本地一般人群
4"'%

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均未发现
F*2U

感染者#这可以说明

本地属于非
F*2U

流行区%目前贵州省周边四川,广西,云南

等省区均发现有
F*2U

感染者#随着各地人群的频繁流动临

床工作者应对
F*2U

的传播有所警惕+

F*2U

的传播主要通过献血#为此有必要对献血者进行

检测%鉴于本地区为非
F*2U

流行区#

F*2U

感染者主要限

于东南沿海$福建,广东&地区#建议主要对来自该地区的献血

者进行
F*2U

$

"

"

(

&抗体筛查+可以对未检查
F*2U

抗体

的献血者初次献血者进行一次检测#阴性者重复献血时可不必

再检测此项目#这样既节省了开支也保证血液制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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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对
FK*3,FK4)%%0%"%

的
"

个模块"

L!

(

L"

$的结果进行比对及偏差评估分析%方法
!

以
L!

模块为对比方法"用
M

表示$#模块为试验方法"用
%

表示$!按照
.L503"

对葡萄糖(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尿素氮(总

蛋白以上
&

项进行检测%每次测定同步进行高(中(低室内质控!确保实验数据符合质控要求%每天
'

份样本连续

$H

双份平行测定%检测时顺序为
!

(

"

(

(

(

&

(

$

(

)

(

4

(

'

和
'

(

4

(

)

(

$

(

&

(

(

(

"

(

!

%结果
!

通过直线回归计算
&

个项目的相

关系数
;

(

;

"

(标准误
D

1

8M

(斜率
I

和截距
/

以及直线回归方程
%]IMY/

%实验结果表明
&

个项目的相关系数
;

%

%#54$

!偏差较小!无离群点!说明
M

的分布范围合适!可以回归分析
"

个模块间的系统误差%结论
!

FK*3,FK

4)%%0%"%

生化分析仪
L!

(

L""

个模块
&

个项目检测结果间呈较好的一致性!偏差可以接受!保证同一实验室结果的

精密度%结果准确可靠%

"关键词#

!

比对#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偏倚#

!

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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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临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越来越离不开实验室的检验

结果#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成了检验工作者必须足够重视并加以

提高的首要问题+许多先进的实验室已按照美国国家临床实

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S,,2+

&批准的.用患者样品进行对比及

偏差评估
j

批准指南$

.L503"

&/文件对相同项目在不同检测

系统上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参照此标准#对
FK*3,FK

4)%%0%"%

的
"

个模块$

L!

,

L"

&的结果进行比对及偏差评估

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样本
!

收集新鲜浓度在检测线性范围符合
.L503"

分

布要求的门诊及住院患者的血清+

$#$#/

!

试剂,校准品及质控品
!

葡萄糖$

M2d

&威特曼公司

$

Ff

法批号
*L*!%%''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2*

&科华东菱

公司 $批 号
"%!%%!""

&%尿 素 氮 $

1dS

&科 华 东 菱 公 司

"%!%%"!"

&%总蛋白$

*L

&

Q6A>:

公司$批号
)!'4$&0%!

&+校准品

$

,#B#/;

&

Q6A>:

公司$批号
!'!&&"0%"

&+质控品美国
1:AaC/8

公司高,中,低质控血清$批号
X'%""5(

,

X'%""5"

,

X'%""5!

&+

$#$#'

!

仪器
!

FK*3,FK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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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以
L!

模块为对比方法$用
R

表示&%模块为试验

方法$用
\

表示&#按照
.L503"

对以上
&

项进行检测+每次测

定同步进行高,中,低室内质控#确保实验数据符合质控要求+

每天
'

份样本连续
$H

双份平行测定+检测时顺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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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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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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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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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统计学方法
!

按
.L503"

文件进行本次实验未发现离群

值检查#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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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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