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孔#再将采集标本的棉签伸入小瓶#在靠近培养基液面上方

的瓶壁挤压旋转数次#使拭子中标本渗入培养基#充分混匀#吸

取
!''

#

1

含菌培养基加入其余的微孔中#所有微孔滴加矿物

油
"

滴#加盖后置
#.X

孵箱培养#

"3@

观察记录
2E

结果#

3&@

观察记录
+@

结果+板条内
!"

种药物分别为!强力霉素,美满

霉素,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司帕沙星,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克

拉霉素,交沙霉素,壮观霉素,螺旋霉素,左氧氟沙星#每种药物

有高低两个浓度#判断标准严格按照说明书执行+

/

!

结
!!

果

/$$

!

在
"#!

例体检标本中#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
!'%

例#总

阳性率为
3%$3%Q

#其中
2E&!

例#占
#%$'4Q

#

+@!!

例#占

3$.4Q

#

2ER+@!#

例#占
%$4#Q

#以单纯
2E

感染率最高+

/$/

!

支原体感染构成情况及药敏实验结果见表
!

+

表
!

!

!'%

例支原体对
!"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

&

Q

'+

抗菌药物
2E

$

&\&!

&

2ER+@

$

&\!#

&

+@

$

&\!!

&

强力霉素
'

$

'$'

&

'

$

'$'

&

'

$

'$'

&

美满霉素
'

$

'$'

&

'

$

'$'

&

'

$

'$'

&

环丙沙星
%!

$

4#$'

&

!"

$

/"$#

&

4

$

%3$'

&

氧氟沙星
"%

$

#'$.

&

!"

$

/"$#

&

&

$

."$.

&

司帕沙星
4

$

.$3

&

4

$

34$"

&

#

$

".$"

&

罗红霉素
!!

$

!#$4

&

!"

$

/"$#

&

!!

$

!''$'

&

阿奇霉素
.

$

&$4

&

!!

$

&3$4

&

!'

$

/'$/

&

克拉霉素
&

$

/$/

&

!!

$

&3$4

&

!'

$

/'$/

&

交沙霉素
!

$

!$"

&

"

$

!%$3

&

'

$

'$'

&

壮观霉素
3.

$

%&$'

&

/

$

4/$"

&

"

$

!&$"

&

螺旋霉素
3%

$

%%$4

&

!!

$

&3$4

&

!!

$

!''$'

&

左氧氟沙星
"&

$

#3$4

&

.

$

%#$&

&

4

$

%3$'

&

'

!

讨
!!

论

2E

是人类泌尿生殖道最常见的寄生菌之一#在特定的环

境下可以致病#性成熟女性子宫颈或阴道内
+@

分离率占

"!Q

!

%#Q

)

"

*

+本次体检普查其支原体感染率为
3%$3%Q

#主

要以
2E

为主#占
#%$'4Q

#单纯
+@

感染占
3$.4Q

#

2ER+@

混合感染占
%$4#Q

#与有关文献报道相符)

#9%

*

+在此次已婚育

龄妇女健康体检普查中
2E

,

+@R2E

,

+@

对强力霉素和美满

霉素均未发现耐药株#其敏感率均为
!''$'Q

#对交沙霉素的

敏感率次之%除
2E

对司帕沙星,阿奇霉素,克拉霉素有着较高

敏感率外#对于
+@R2E

及
+@

感染者对大多数抗菌药物耐

药#耐药率在
%'Q

的药物就占了
.

种以上#分别为!螺旋霉素,

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左氧氟沙

星#都是临床常用药#有可能与体检人群的工作性质有关+医

务工作者虽然具备一定的医疗保健知识#但这个行业工作忙,

压力大#往往是最忽视自我保健的群体#身体有不适一般不去

做检查#喜欢经验用药+

近年来#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是已婚育龄妇女极为常见

的妇科疾病+本次普查结果表明#在女性医务工作者这个特殊

群体的生殖健康不容忽视#在此呼吁医疗系统要加强对妇女职

工的妇科普查力度#做到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临床治疗前

应尽可能进行支原体培养及药敏试验#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

用药#防止耐药菌株产生#降低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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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钙蛋白
:

在病毒性心肌炎诊断中的应用

赵秋剑!薛海鲸!柳小红"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肌钙蛋白
:

"

A:5:

$在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及病情观察方面的应用价值%方法
!

对
"'3

例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进行入院后
!

'

"

'

#

周及
#

个月
A:5:

的动态观察研究%结果
!

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在

各检测期内血清
A:5:

的阳性率为
3%$'Q

%入院后
!

'

"

'

#

周及
#

个月
A:5:

水平分别为"

'$4!0!$%.

$'"

'$#&0

!$#3

$'"

'$!"0'$/4

$'"

'$'"0'$'"

$

#

K

&

1

%结论
!

A:5:

对病毒性心肌炎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A:5:

在病毒性心

肌炎的病情观察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肌钙蛋白#

!

心肌炎#

!

心肌损伤#

!

动态观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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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毒性心肌炎急性期#肌钙蛋白
:

$

A:5:

&是及时反映

心肌损伤的良好观察指标)

!9"

*

+同样#在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

转归和预后判断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通过对
"'3

例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进行入院

后
!

,

"

,

#

周及
#

个月
A:5:

的动态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
A:9

5:

在病毒性心肌炎中的诊断中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3

例急

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均符合
!///

年全国研讨会修订的成人

急性病毒性心肌炎诊断参考标准+其中#男
!"3

例#女
&'

例#

年龄
!&

!

"%

岁+健康对照组选取本院同期健康体检者
."

名#

男
#/

名#女
##

名#年龄
!&

!

%"

岁+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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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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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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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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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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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

A:5:

测定采用罗氏公司专用诊断试剂#仪器为

德国产
A7MCG9;94'!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

!

统计学处理
!

*]**!'$'

软件进行
E

检验,方差分析及卡

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N0>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性别的差异
!

按性别分组后#病毒性心肌炎各组及

健康对照组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名健康对照者进行肌钙蛋白检测
!

结果
A:5:

全部为

阴性+

/$'

!

"'3

例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入院
"3@

内检查结果
!

A:5:

阳性
/"

例$

'

'$!5

K

"

61

为阳性&#阳性率$

3%$'Q

&+

/$1

!

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入院
!

,

"

,

#

周及
#

个月后各检测

项目复查结果
!

"'3

例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经常规抗病毒治疗,

免疫调节及对症处理等治疗后#分别在入院后
!

,

"

,

#

周及
#

个

月时复查上述指标+结果显示在连续监测中
A:5:

阳性率显

著增高$表
!

&+

表
!

!

急性病毒性心肌炎
"'3

例患者检测指标动态变化

入院时间
& A:5:

$

N0>

#

#

K

"

1

& 异常率)

&

$

Q

&*

!

周
"'3 '$4!0!$%. &&

$

3#$!

&

"

周
"'3 '$#&0!$#3 4"

$

#'$3

&

#

周
"'3 '$!"0'$/4 &&

$

3#$!

&

#

个月
"'3 '$'"0'$'" !&

$

&$/

&

表
"

!

A:5:

阳性组与
A:5:

阴性组治愈率比较*

&

&

Q

'+

组别
& !

个月治愈率
#

个月治愈率

A:5:

阳性组
/" !"

$

!#$'

&

4'

$

4%$"

&

A:5:

阴性组
!!" 34

$

3!$'

&

!''

$

&/$#

&

/$2

!

A:5:

阳性组与
A:5:

阴性组治愈率比较
!

按照临床治

愈标准#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实验室检查正常,

d

线及心电图

正常为治愈+作者分别将
A:5:

阳性组,

A:5:

阴性组
!

!

#

个

月的治愈率进行了比较!

A:5:

阳性组
!

个月的治愈率

$

!#$'Q

#

!"

"

/"

&显著低于阴性组$

3!$'Q

#

34

"

!!"

#

!

#

'$'%

&#

#

个月的总治愈率
A:5:

阳性组$

4%$"Q

#

4'

"

/"

&明显低于阴性

组$

&/$#Q

#

!''

"

!!"

#

!

#

'$'%

&#见表
"

+

'

!

讨
!!

论

病毒性心肌炎病变多属于局灶性#心肌坏死量小#故心肌

酶谱变化较小,较轻#或不发生改变#而且心肌酶谱的变化缺乏

足够的心肌灵敏度和特异性)

#93

*

+因此#对病毒性心肌炎的诊

断价值有限+本研究中
."

名健康对照组
A:5:

结果全部为阴

性#提示
A:5:

对诊断病毒性心肌炎特异性最好+

通过对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入院后
!

,

"

,

#

周及
#

个月

时
A:5:

指标的连续性检测证实#

A:5:

在病毒性心肌炎的整

个病程中阳性率显著增高+表明
A:5:

对病毒性心肌炎的诊

断特异性,敏感性明显较高#且其诊断窗口期更长)

%9.

*

+因此作

者认为#在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中#

A:5:

具有更好的应用

前景+

本资料中#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
A:5:

阳性组
!

个月的

治愈率及
#

个月的总治愈率均低于阴性组$

!

#

'$'%

&#表明

A:5:

阳性组病程长,病情重+从而再次证明
A:5:

对病毒性

心肌炎的病情观察及疗效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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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临床常见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元宽"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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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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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细菌耐药原因及药敏检测情况!为临床正确诊断'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

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垫江县中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取得
!'%4

例血液样本%细菌及真菌用

T_:̀ e"S76

=

CA?

鉴定系统进行鉴定!药敏试验运用
+_S

法%结果
!

!'%4

例血培养中!阳性标本
"&.

例!阳性率

为
".$!&Q

%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

株"

4%$&%Q

$!革兰阴性杆菌
&#

株"

"&$/"Q

$!真菌
/

株"

#$!3Q

$!革兰阳性杆

菌
#

株"

!$'%Q

$%结论
!

临床医师应根据血培养的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

!

细菌耐药#

!

药敏试验#

!

耐药性#

!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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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耐药是指长期使用抗菌药物之后#细菌对抗菌药物的

敏感性降低#从而使抗菌疗效降低或消失)

!

*

+近年来#随着抗

菌药物的广泛应用#临床病原菌类型的变化及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发生很大变化+细菌耐药性已成为全球医疗领域中最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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