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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比较三种方法检测疑似非淋菌性尿道炎患者分泌物中解脲脲原体的临床效果$方法
!

对商丘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妇科
3BX

例门诊患者尿道或宫颈分泌物标本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

应"

RC!PQR

#法'液体培养法'液体培养联合免疫斑点试验"

'9C

#三种方法检测解脲脲原体!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

三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液体培养法简便'快速但有一定假阳性率!液体培

养联合
'9C

检测与
RC!PQR

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液体培养联合
'9C

法简便实用!适合

基层医院实验室推广使用$

"关键词#

!

解脲脲原体%

!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

培养%

!

免疫斑点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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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脲原体感染在性传播疾病中的发病率日渐上升#已成

为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3

,

)解脲脲原体多寄生在男

性尿道#可引起男性前列腺炎或附睾炎#寄生在女性阴道可引

起阴道炎*流产或早产等+

"

,

)目前临床检测方法有固体培养

法*液体培养法*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RC!PQR

%*免疫

斑点试验$

'9C

%等方法)固体培养法准确*操作复杂*耗时长#

可作为金标准+

$

,

(液体培养法因标本中存在可分解尿素的其他

细菌和真菌导致假阳性+

#

,

(

RC!PQR

准确*灵敏但需要严格规

范的实验条件和昂贵的实验仪器#质量控制要求较高#作为常

规诊断方法受到一定限制+

&

,

(

'9C

可直接检测标本中解脲脲原

体抗原提取物#但如标本中解脲脲原体水平低可致假阴性而漏

诊)本文将液体培养法与
'9C

相结合用于解脲脲原体的临床

检测#并与上述检测方法比较#判断其临床应用效果#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所有研究对象为
3%-$

年
"

月至
3%-#

年
3

月

于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妇科就诊的拟

诊为非淋菌性尿道炎或宫颈炎的初诊患者#共
3BX

例#其中男

--3

例#女
-X&

例#年龄
-&

!

##

岁#病程
-

!

"

周)患者均有轻

微的尿频*尿急*尿道刺痒感#多数男性患者有尿道口稀薄分泌

物#女性患者有外阴瘙痒及分泌物异常等临床表现)

$./

!

仪器与试剂
!

罗氏
(<

8

F?!Q

M

0E1$X%RC!PQR

仪#解脲脲

原体
RC!PQR

试剂盒$广州达安公司%#

PP(V

培养基$上海博

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免疫金标斑点试剂盒$上海金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固体培养基由法国梅里埃中国有限公司提

供的
6A

固体支原体培养基)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男性患者由临床医师采用消毒棉拭子采集

尿道内约
30;

处分泌物两份#女性患者由临床医师先清洁阴

道表面再用棉拭子插入宫颈约
30;

处缓慢旋转棉拭子
-

周后

停留
-%7

左右后取出#标本采集后均置无菌试管中立即送检)

$.'./

!

检测方法
!

$

-

%

RC!PQR

检测!标本管中加入无菌生理

盐水
-;(

#震荡摇匀#挤干棉拭子#吸取全部液体置离心管中#

-#%%%@

"

;<=

离心
-%;<=

#留取沉淀物加入
-%%

"

(

的
9:6

提

取液#

-%%W

加热
-%;<=

#取上清
3

"

(

作为
PQR

检测模板#进

行检测)上述所有操作方法均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

3

%液体培养法!培养基中含有蛋白质*马血清*生

长因子*底物$尿素%及酚红指示剂#当有解脲脲原体生长时#底

物被分解产氨#使
,

)

值升高#酚红变色#培养液由橙黄色变为

红色为阳性#表明检出解脲脲原体)$

"

%

'9C

!在反应板孔中加

入试剂
63

滴#待液体充分吸入#再用吸管加待检标本$上述液

体培养法中阳性培养物%

-#%

"

(

约
$

滴于反应板孔中#待充分

吸入(去除蓝色过滤盖(加试剂
6-

!

3

滴于反应板孔中待充分

吸入#加试剂
*"

滴于反应板孔中#待液体吸入后观察结果)

反应板中央出现红色圆斑为阳性#只出现红色横线为阴性)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A.%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3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三种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液体培养联合
'9C

法与
RC!PQR

法阳性率接近#分别为

$#.&T

$

-"&

"

3BX

%和
$A."T

$

-$-

"

3BX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B

%

%.%#

%#显示较好的相关性)见表
-

)

RC!PQR

法的
-$-

例阳性标本#经液体培养均阳性#显示液体培养有较高的灵敏

性(

RC!PQR

法的
-#A

例阴性标本经液体培养有
3X

例阳性#显

示单纯液体培养法判断结果假阳性率高达
-A.XT

$

3X

"

-#A

%)

表
-

!

三种方法检测解脲脲原体阳性结果比较)

'

%

T

(*

方法
'

男 女 合计

RC!PQR

法
3BX #-

$

$#.#

%

B%

$

$X."

%

-$-

$

$A."

%

液体培养法
3BX &3

$

##."

%

-%A

$

#A.#

%

-&B

$

#&.A

%

液体培养联合
'9C

法
3BX #%

$

$$.&

%

X&

$

$&.3

%

-"&

$

$#.&

%

'

!

讨
!!

论

固体培养是公认的检测解脲脲原体的金标准#其依据是解

脲脲原体在固体培养基上
3$F

内形成典型油煎蛋样菌落#菌

落非常微小需借助低倍镜观察#诊断解脲脲原体准确性非常

好+

A

,

#但固体培养对实验环境和操作人员要求较高#实验周期

较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X

,

)

RC!PQR

技术融合

了光谱技术*

9:6

杂交的高特异性和
PQR

的高敏感性等特

点#对
PQR

反应过程中的荧光信号的变化进行直接探测#从而

得到定量的结果)其省去了
PQR

的后续处理#操作封闭#有效

地根除了交叉污染的可能性#得到
QC

值和原始模板数量完全

呈线性相关#从而准确定量)有资料表明
RC!PQR

与固体培

养法相关性好#可作为评价其他方法的参考方法+

B!-%

,

#但需要

严格规范的实验条件和昂贵的实验仪器#质量控制要求较高#

适合大型医院#尚不能广泛应用)

液体培养法是检测解脲脲原体的经典微生物学方法#操作

简便#对实验条件要求不高#费用低廉)解脲$下转第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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脲原体含有脲酶#将标本接种于含尿素和酚红指示剂的液体培

养基中#

3$

!

$XF

后如有解脲脲原体生长#因其脲酶分解尿素

产生氨#使培养基
,

)

值升高#培养液由黄色变为粉红色或桃

红色#虽然培养基中加入了青霉素*醋酸铊等抗菌药物破坏细

菌的细胞壁防止杂菌生长#但不能抑制革兰阴性菌增殖#并且

当前微生物对抗菌药物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很有可能造成假阳

性结果+

--

,

)与
RC!PQR

相比#本研究显示液体培养法的假阳

性率达
-A.XT

#与胡宏波等+

X

,报道一致)

'9C

为应用斑点反应板上的固相解脲脲原体抗体特异地

与标本中的解脲脲原体抗原$

6

8

%结合形成复合物#然后滴加

胶体金标记的
'

8

2

抗体再与复合物结合#加洗涤液洗涤后#阳

性者即在膜中央形成肉眼可见的红色圆斑$胶体金聚集%)具

有操作简便*快捷及操作人员不需技术培训#无需特殊仪器设

备#结果判断直观#试剂稳定*便于保存等优点#其缺点为敏感

性低#如标本中解脲脲原体水平低#可致假阴性而漏诊)本文

将其与液体培养法相结合#对培养阳性$培养基变红%的标本加

做
'9C

检测#虽增加检测成本但结果显示与
RC!PQR

法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兼具液体培养法和
'9C

的优点并克

服各自不足#操作简便*条件要求低#尤其适合基层医院或专科

医院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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