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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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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涂片'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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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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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

床确诊的肺结核患者'可疑肺结核患者和非结核患者痰标本用涂片'

]S(

两种方法进行检测!对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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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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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确诊的肺结核患者痰标本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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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可疑

肺结核患者痰标本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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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种方法的阳性检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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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非结核患者痰标本!涂片及
]S(

检测均为阴性%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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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结核分枝

杆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作为临床结核病检测诊断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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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结核已基本控制#但随

着环境污染和艾滋病的传播#新疆伊犁地区发病率有所提高+

结核病是目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之一#但只

要早期诊断和合理用药#绝大多数的结核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然而现有的结核病实验室诊断方法远不能满足临床诊治的需

要#尤其是边远地区+因此结核杆菌快速,准确的检测方法尤

为重要+据此作者借助现有技术平台#选用涂片,聚合酶链反

应$

]S(

&两种方法对可疑结核患者痰标本进行检测)

!

*

#以比较

和评价各种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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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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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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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检标本
!

"'!!

年
!

!

!"

月伊犁州友谊医院临床确

诊的肺结核患者痰标本
3"

例#可疑肺结核患者痰标本
&"

例取

自本院同期呼吸科住院患者#

3%

例非结核患者痰标本取自本

院同期肺炎,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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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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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结核分枝杆菌
]S(

扩增试剂盒由

广州达安基因提供#批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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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痰涂片检查
!

按照.结核病细菌学检验规程/进行涂

片,染色,镜检+

$$/$/

!

]S(

扩增
!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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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检测结果采用
'

" 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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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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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肺结核患者和可疑肺结核患者痰标本用痰涂片和
]S(

检

测结果比较$表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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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结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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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疑肺结核患者痰标本#涂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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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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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结核患者痰标本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方法
&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率$

Q

&

涂片
3" % #. !!$/

]S( 3" "3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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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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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可疑肺结核患者痰标本两种方法

!!!!!

检测结果比较

方法
&

阳性$

&

& 阴性$

&

& 阳性率$

Q

&

涂片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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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细菌学检查#是发现传染源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是

确定结核病诊断和化疗方案的重要依据)

"

*

+细菌培养法其灵

敏度虽略高于痰涂片抗酸染色检查#且可鉴定死菌与活菌#被

誉为结核病诊断的1金标准2+但一般实验室$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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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受试者
:"-+

风险增加的标志物+

_19!&

参与
_(

的具体机

制仍然不清楚#研究发现#在
:@!

细胞
_19!&

可以通过肿瘤坏

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

_(,e9:(,I4

&信号途径激活核因子
9

1

[

$

UI9

1

[

&

)

#

*

+其参与
_(

的机制可能是!$

!

&抑制胰岛素的
]_9

#e

"蛋白激酶
[

通路%$

"

&激活
_ee

%

"

UI9

1

[

信号转导通路%

$

#

&通过影响
:UI9

+

,

_194

而作用于
_ee

"

UI9

1

[

及细胞因子

信号抑制物$

*)S*9#

&通路#从而抑制胰岛素信号转导#导致

_(

)

3

*

+多项研究表明#血清
_19!&

增高可能与
:"-+

的发生有

关#且
_19!&

升高可作为
:"-+

胰岛素抵抗的标志#提示血清

_19!&

水平与
:"-+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在

:"-+

组中血清
_19!&

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表明在

:"-+

患者体内存在一定程度的低度炎症状态+这正符合

:"-+

的炎症病因学理论#即
:"-+

是一种自然免疫和低度

炎症性疾病)

%

*

+有研究发现
:"-+

患者体内
_19!&

增高的同

时#

I]̂

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

_19!&

浓度与
I]̂

水平呈正

相关)

4

*

+

G̀

=

7GB?7

等)

.

*发现高血糖引起的血清
_19!&

升高可

以被谷胱甘肽所抑制+由此认为氧化应激可能是高血糖引起

血清
_19!&

水平升高的一个可能机制#

_19!&

可能参与了

:"-+

发生,发展+

周晓兰等)

&

*认为
:"-+_19!&

基因启动子区
9!#.̂

"

S

可

能与珠海地区汉族人群
:"-+

易感性有关#其中
^

等位基因

可能是
:"-+

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_19!&9!#.̂

"

S

位点
^̂

型
*U]

与血清
_19!&

水平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能是
_19!&

合成和分泌的影响因素+陈军宁等)

/

*认为
_19!&

基因
9!#.^

"

S

多态性与
-U

发病有相关性#

S

等位基因可能是其发病的遗

传易感基因%携带
S

等位基因的个体可能通过促进
_19!&

高度

表达而增加
-U

发病风险+

本研究再次证明#

:"-+

的发生,发展与
_19!&

浓度表达

相关+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
_19!&

基因存在

多种多态性位点#更多的应从
_19!&

的基因多态性多个位点进

行研究#由于多个位点都位于
_19!&

基因启动子区域中#其

*U]G

可影响
_19!&

的转录和表达#进而影响体内
_19!&

的水

平+

_19!&

基因启动子的多态性有可能通过影响体内
_19!&

的

水平#而对
:"-+

发挥致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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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下&不允许做结核分枝杆菌的细菌培养+痰涂片抗酸

染色检查是全世界结核病实验室都在使用的最基本细菌学检

查方法%优点是简便,快速和价廉#当天出结果%缺点是敏感性

低,特异性差#无法辨别死菌与活菌+据报道#通常需每毫升

%'''

!

!''''

条菌才能得到阳性结果#而且各种抗酸分枝杆

菌均可着色#需进一步试验才可确定是否为结核分枝杆菌#易

漏检$假阴性&或出现假阳性结果+

]S(

是一种以核酸扩增技术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诊断技

术#由于其具有快速,灵敏,特异的优点#非常适合结核分枝杆

菌的快速诊断+

"''"

年
]S(

经我国卫生部规范重新开放于

临床应用以来#已成为病原微生物学诊断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焦

点#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94

*

+早在
"''#

年
#

!

4

月#本院成立

1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2时#就对
%'

例可疑肺结核患者痰

标本进行过对比检测#并将结果以简报形式发在了伊犁州友谊

医院院刊$内部资料&上#发现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进一步

探讨
]S(

的临床应用#作者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S(

技术检测

肺结核患者,可疑肺结核患者和非结核患者痰标本#并与涂片

检查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其中的
!"3

份临床确诊的肺结核及

可疑肺结核患者痰标本#涂片和
]S(

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Q

$

%

"

3"

&,

%.$!Q

$

"3

"

3"

&和
&$%3Q

$

.

"

&"

&,

#.$&Q

$

#!

"

&"

&+比较两种方法的阳性检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以
]S(

阳性率为高#是涂片的
3$&

倍和
3$3

倍#涂片

检测和
]S(

检测的
3%

例非结核患者痰标本#结果全部阴性#

由于样本量较小#尚未发现
]S(

检测的假阳性现象#但足以证

明
]S(

具有较高特异性+

综上所述#

]S(

在结核分枝杆菌的临床诊断中#具有很高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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