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

#

*

+对氟康唑易产生耐药性的克柔假丝酵母菌在本院分离

较少+

'$/

!

分析表明#白假丝酵母菌感染是医院内最常见的真菌感

染+一般认为#白假丝酵母菌是酵母样真菌中最主要的机会致

病菌)

3

*

+假丝酵母菌对
.

种药物的敏感率#

3

种均对酮康唑较

敏感#对制菌霉素和益康唑较耐药#其他
3

种药有明显差别#说

明各种假丝酵母菌的敏感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另有研究认

为#白色假丝酵母菌大都对氟康唑敏感#由于氟康唑的大量使

用#由白色假丝酵母菌引起的感染减少#而对氟康唑敏感度低

的菌种可能增加#如光滑假丝酵母菌和克柔假丝酵母菌+本院

所分离的白色假丝酵母菌$

!&.

株&对氟康唑耐药率为
3$&Q

#

与
"''#

年胡建云等)

%

*报道白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耐药率仅

!$%Q

#

"''%

年陈红霞)

4

*报道白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耐药率达

#$&Q

比较#有明显上升趋势+

'$'

!

酵母菌是引起临床真菌感染的主要内源性条件致病

菌)

.

*

#抗真菌药物的使用对抑制真菌感染起到积极作用+但在

我国国内医院酵母菌药敏试验未得到普遍开展#因此临床医生

抗真菌药几乎都是经验性选药+近年来由酵母菌引起的感染

性疾病及其对常用抗真菌药的耐药性都明显增加+本调查表

明#白色假丝酵母菌对酮康唑,咪康唑,氟康唑的敏感性高#敏

感率分别为
/%$&Q

,

&4$!Q

,

&.$'Q

+光滑假丝酵母菌和克柔

假丝酵母菌对酮康唑敏感性较高#分别为
/!$.Q

,

&'$'Q

+热

带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的敏感率为
!''$'Q

+氟康唑对白色

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酵母菌有较好的活性+假丝酵母菌对
.

种抗真菌药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菌株+

'$1

!

近年来随着大量广谱抗生素,激素,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及

各种介入性治疗技术的开展#免疫功能低下人群不断扩大#继

发性真菌感染日益增多)

&9/

*

%因此#合理的使用抗真菌药#避免

其耐药性的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减少经验用药#建立完善的真

菌实验室#积极开展真菌的分离培养,鉴定,药敏试验#及时进

行真菌耐药情况的监测#对临床掌握真菌感染的情况,有针对

性选用抗真菌药物,提高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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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循环酶法测定乙醇依赖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探讨

张云飞!李桂民!张
!

媛!于
!

奇"江苏省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检验科
!

""!''3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乙醇依赖患者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ZA

J

$水平的相关性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循环

酶法分别测定
%'

例乙醇依赖患者与
%'

例健康体检人群的血清
ZA

J

值!计算出两组的均值!分析血清
ZA

J

浓度与

乙醇依赖的相关性%结果
!

患病组血清
ZA

J

均值为 "

""$"40!'$!/

$

#

678

&

1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40%$&

$

#

678

&

1

!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乙醇依赖患者血清
ZA

J

水平在检测中有显著性升高!乙醇

依赖患者可能存在
ZA

J

代谢障碍!对诊断乙醇依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

循环酶法#

!

乙醇依赖#

!

同型半胱氨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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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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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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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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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下#同型半胱氨酸$

ZA

J

&在人体血液中的含量不

超过
!%

#

678

"

1

#高
ZA

J

血症可直接损害血管和神经+近年来

研究发现#高
ZA

J

血症与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疾病,外周血

管疾病高度相关#但乙醇依赖患者的
ZA

J

水平研究甚少+本

文对乙醇依赖患者血清
ZA

J

水平进行了检测#探讨循环酶法

测定乙醇依赖患者血清
ZA

J

水平对诊断乙醇依赖患者的临床

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患病组!为
"'!'

年
!

月至
"'!!

年
3

月在

本院首次就诊的乙醇依赖患者#其诊断符合
SS+-9#

.中国精

神障碍诊断标准/#合并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

疾病的未入组#共
%'

例#均为男性#年龄
"'

!

4%

岁#平均年龄

$

33$40/$!

&岁#患者对本研究过程知情并同意参加+$

"

&健康

对照组!为
%'

例健康体检人群#均为男性#已排除冠状动脉疾

病,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疾病#均无长期大量饮酒史#年龄

"'

!

4%

岁#平均$

3!$40/$4

&岁#与患者组在年龄,性别方面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试剂
!

ZA

J

测定试剂购自北京九强#试剂批号
'/9!"%

+

试剂主要成分!$

!

&试剂
!

为
*9

腺苷甲硫氨酸$

*,+

&

'$!

6678

"

1

#还原型辅酶
(

$

U,-Z

&

'$"6678

"

1

#三磷氯化氢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1CM+;HS8B5

!

*;

=

?;6M;>"'!"

!

T78$/

!

U7$!.



$

:S̀ ]

&

'$%6678

"

1

#

+

9

酮成二酸
%$'6678

"

1

+$

"

&试剂
"

为

ZA

J

甲基转移酶$

Z+:-*̀

&

%$'g2

"

1

#谷氨酸脱氨酸$

Ŝ9

-Z

&

!'g2

"

1

+$

#

&试剂
#

为
*

腺苷同型半胱氨酸$

*,Z

&水解

酸$

*,ZCG;

&

#$'g2

"

1

#腺苷脱氨酶$

,-,

&

%$'g2

"

1

+$

3

&标

准品$批号为
'/9!!"4

&为
4$%678

"

1

#

"&$%678

"

1

+$

%

&定值质

控$批号为
'/9!!"&

&为低值质控血清
ZA

J

\.$'

#

678

"

1

#中值

质控血清
ZA

J

\"/$'

#

678

"

1

#高值质控血清
ZA

J

\3'$'

#

678

"

1

#定值质控血清均由北京九强电子生物有限公司提供+

$$'

!

仪器
!

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1

!

方法
!

所有受试者于早晨空腹采集肘静脉血液
#61

#室

温静置
#'6B5

#

#'''>

"

6B5

离心
!'6B5

#分离血清#随机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
ZA

J

水平+

ZA

J

的测定方法采用循环

酶法+

$$2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以
N0>

表示#两组之间比较采用

E

检验#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
!!

果

患病组的
ZA

J

水平升高者占
.%Q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的
4Q

#患病组血清
ZA

J

均值为$

""$"40!'$!/

&

#

678

"

1

#显著

高于健康对照组$

!"$#40%$&

&

#

678

"

1

#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

&+

'

!

讨
!!

论

大量饮酒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长期大量的

饮酒会使人从躯体上及精神上产生对乙醇的长期依赖性#如果

不及时控制#会发展为乙醇依赖#甚至发生精神障碍#社会危害

性极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

各种心理压力的增大#我国乙醇的消耗及人均使用量明显增

加#乙醇引发疾病已成为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问

题#乙醇依赖带来的危害值得全社会的关注+

ZA

J

自
!/#"

年发现以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在血

管疾病中的作用已经被充分证实#但与乙醇依赖的关系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有报道称乙醇中毒患者脑萎缩的发生可能与高

ZA

J

血症有关+作者对
%'

例乙醇依赖患者的血清
ZA

J

水平

与健康对照组进行了比较#患病组血清
ZA

J

水平升高者占

.%Q

#健康对照组为
4Q

#患病组血清
ZA

J

浓度为$

""$"40

!'$!/

&

#

678

"

1

#对照组为$

!"$#40%$&

&

#

678

"

1

#两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

&+由此可见#乙醇依赖患者血清
ZA

J

水

平显著高于健康人#乙醇依赖患者可能存在
ZA

J

代谢障碍#高

ZA

J

血症对诊断乙醇依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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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童学农"福建省福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分离自福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病原菌分布构成及耐药性

分析!进一步了解医院病原菌分布特点!提供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依据%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分

离的病原菌!采用梅里埃
,:[

鉴定及药敏分析仪对病原菌进行鉴定及药物敏感试验!药敏试验采用肉汤稀释法!结

果判定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标准!对各年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革兰阴性杆菌及革兰阳性球菌

分离率分别为
.3$#%Q

'

"%$'!Q

!革兰阴性杆菌占优势%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

$分离率
3!Q

!

4%Q

!

产超广谱
%

9

内酰胺酶"

*̀[1G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分离率分别为
4'Q

!

.#Q

'

##Q

!

3'Q

%肠杆菌科细菌'

葡萄球菌'非发酵菌分别对碳青霉烯类'糖肽类'多粘菌素
`

最敏感%结论
!

加强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监测!对临

床合理用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

病原菌#

!

分布#

!

耐药性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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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医院病原菌感染及耐药性问题日益严峻#抗菌药

物的合理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就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感染病原菌分布构成特点及耐药性进行分析#为临

床抗感染治疗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病原菌分离自本院
"''.

年
.

月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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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送检的各类标本!痰,血,尿,伤口分泌物,脓,引流液等#其

中以痰标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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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标本接种到适宜的培养基中#分离主要病原菌+

采用梅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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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及药敏分析仪对分离的病原菌进行鉴定

及药敏试验+药敏试验采用肉汤稀释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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