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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清降钙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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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在血流感染"

B6S

$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

取
"+(-

年
<

月至
"+(G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

例血培养阳性
B6S

患者和
"-

例血培养阴性者!采用酶联荧光分析法检测所有受试

者血清中
.Q@

水平!分析血清
.Q@

检测在
B6S

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结果
!

("=

例血培养阳性
B6S

患者中!革兰阳性菌感染
G=

例!占
,-)*=Z

!革兰阴性菌感染
G+

例!占
*G),(Z

%革兰阳性菌感染患者血清
.Q@

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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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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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血培养阴性者血清
.Q@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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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革兰阴

性菌感染患者血清
.Q@

水平为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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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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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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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患者的血清
.Q@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

%

+)+,

$%当血清
.Q@

临界值为
*)-"9

C

(

I?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

!

=,Z=.

为
+)HH=

#

+)="-

时!此时血清

.Q@

鉴别
B6S

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的敏感度为
<")-+Z

!

(!

特异度为
H,)G"Z

%结论
!

血清
.Q@

检测在
B6S

革兰阳性菌和

革兰阴性菌早期鉴别诊断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降钙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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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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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感染$

B6S

&是临床上后果十分严重的一种全身感染性

疾病#如不及时给予有效治疗#极易导致败血症-脓毒血症等危

重疾病发生#病死率高#可达
-+Z

以上+

(!"

,

'血培养是目前
B6S

诊断的金标准#但其耗时较长#并且抽血时机的把握-抗菌药物

过度使用及抽血过程污染等因素常导致其诊断的特异度及敏

感度受到一定影响+

-

,

'生物标志物为临床
B6S

的早期诊断提

供了新的途径+

*

,

'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清降钙素原$

.Q@

&检测

在
B6S

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G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

例
B6S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血培养双份标本培养阳性作

为金标准#其中男
GH

例#女
G"

例%年龄
"G

#

H*

岁#平均

$

*=)H-]G)"*

&岁%合并肺部感染者
*"

例#泌尿系统感染者
-+

例#胆囊炎
((

例#感染性心包炎
"=

例#腹腔感染
(H

例'

("=

例

血培养阳性者经鉴定革兰阳性菌感染组
G=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H],)*(

&岁%平均体温$

-<)"(]()"*

&

c

%肺

部感染
""

例#泌尿系统感染
(G

例#胆囊炎
G

例#感染性心包炎

(,

例#腹腔感染
(+

例'革兰阴性菌感染组
G+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

&岁%平均体温 $

-<)(G]

()"+

&

c

%肺部感染
"+

例#泌尿系统感染
(*

例#胆囊炎
,

例#感

染性心包炎
(*

例#腹腔感染
H

例'

("=

例血培养阳性患者检

出的致病菌无真菌#均为常见致病菌'血培养阴性患者
"-

例

作为对照组'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伴有
B6S

症状#年龄超过
(<

岁者#性别

不限%$

"

&入院前
(

个月未使用免疫抑制剂-激素等治疗者%$

-

&

了解本研究#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

!

排除标准
!

$

(

&合并其他慢性感染者%$

"

&患有其他血

液系统恶性疾病者%$

-

&患有肝脏-肾脏-心脏及肿瘤等严重性

疾病者'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进行'

$)'

!

仪器与方法

$)')$

!

血培养
!

严格无菌操作#无菌采集所有受试者静脉血

(+I?

#立即注入无菌血培养瓶中#采用
B'7&

"

>?1:@-E

血液

培养仪$法国梅里埃生物公司&进行标本培养#查看培养阳性者

细菌生长曲线#镜检所感染细菌为革兰阴性或者阳性#同时将

培养液转移接种于麦康凯平板-血平板-厌氧血平板或巧克力

平板鉴别培养瓶中#培养
(<

#

"*L

#菌落成形后#利用
>.S

细

菌生化鉴定系统及
B84$%K8%/ODS@1R"Q4I

J

'7&

全自动细菌

鉴定仪#以及药敏分析系统$法国梅里埃公司&进行鉴定'

$)')/

!

.Q@

检测
!

.Q@

检测采用酶联荧光分析法#利用

:aQA174#'2%*((

全自动免疫分析系统$德国&检测所有受

试者血清
.Q@

水平#试剂盒由罗氏公司提供'所有操作按照

试剂盒使用说明严格进行'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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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标准'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6.66(<)+

进行统计学分

析#血清
.Q@

水平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描述#采用
$'99!

3L8&9%

M

"

检验分析各组间血清
.Q@

水平差异#计数资料采

用
!

" 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aQ

曲线&#计算
:aQ

曲线下面积$

>\Q

&#确定血清
.Q@

诊断
B6S

的价值#以
E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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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S

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
!

("=

例血培养阳性
B6S

患者

中#革兰阳性菌感染
G=

例#占
,-)*=Z

#其中以肠球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及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最为常见%革兰阴性菌感染

G+

例#占
*G),(Z

#其中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及鲍曼不

动杆菌最为常见'

/)/

!

-

组血清
.Q@

水平比较
!

由
$'99!3L8&9%

M

"

检验结果

可见#革兰阳性菌感染组患者血清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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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阴性菌感染组患

者血清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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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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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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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革

兰阳性菌感染组的血清
.Q@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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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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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Q@

水平鉴别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性菌感染的应

用价值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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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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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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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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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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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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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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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鉴别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性菌感染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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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Q@

鉴别革兰阳性菌及革兰

阴性菌感染的
:aQ

曲线

'

!

讨
!!

论

!!

B6S

是临床上由于各种细菌或真菌等病原微生物及毒素

入侵血液所导致的一种全身性感染性疾病+

,

,

'近年来#由于广

谱抗菌药物及激素制剂的大量应用#导致
B6S

发病率呈全球性

逐年增长趋势#严重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

G

,

'病原

体进行早期识别并及时合理用药#对于降低细菌耐药性-减少

B6S

患者不良反应及病死率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H

,

'

血培养作为
B6S

诊断金标准一直备受关注#但其培养病原

菌周期较长#单次培养检测阳性率不高#且容易受抗菌药物应

用-采血时间等其他因素影响#因此#对于
B6S

早期诊断及治疗

价值有限+

<

,

'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及应用为临床诊断
B6S

提供

了新途径+

=

,

'

.Q@

是降钙素无激素活性的前肽物质#在机体

正常代谢情况下由甲状腺
Q

细胞产生并分泌#属于蛋白质#主

要包含
((G

个氨基酸#半衰期较长#为
",

#

-+L

+

(+

,

'

.Q@

在健

康机体中水平极低#当机体发生严重细菌-真菌及寄生虫感染#

或者多脏器功能衰竭及脓毒症时#

.Q@

水平出现大幅度升高#

且其水平的高低不受内部激素水平影响+

((

,

'目前#

.Q@

已经

作为检测及诊断细菌性感染的一项重要参数应用于临床#对于

鉴别诊断感染性疾病及疾病严重程度评估具有极好的敏感度

及
(!

特异度#优于白细胞计数-红细胞沉降率等临床指标+

("

,

'

有研究表明#

.Q@

对于鉴别细菌与非细菌感染具有较高的敏

感度及
(!

特异度#在区分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性菌感染等方

面同样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

,

'因此#本研究选取血清
.Q@

作为研究指标#探讨
.Q@

检测在
B6S

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性

菌感染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早期鉴别诊断
B6S

革兰

阳性菌及革兰阴性菌感染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例血培养阳性
B6S

患者中#革兰阳

性菌感染
G=

例#占
,-)*=Z

#革兰阴性菌感染
G+

例#占

*G),(Z

'临床
B6S

发生时#采用合理及时的抗菌治疗对于提

高患者预后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但患者发生革兰阳性菌或

革兰阴性菌感染时体温-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及
Q

反应蛋白等

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无法有效指导临床进行早期

抗菌治疗#由此说明区分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性菌感染对于临

床诊断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积极意义'革兰阳性菌感染患者

血清
.Q@

水平明显高于血培养阴性患者#革兰阴性菌感染患

者血清
.Q@

水平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患者#由此说明革

兰阴性菌感染后可诱导血清
.Q@

水平大幅度升高#且升高水

平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性菌均可诱导

机体发生炎性反应#释放出多种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G

$

S?!G

&-

S?!"

-肿瘤坏死因子
!

!

$

@FY!

!

&等刺激并诱导血清
.Q@

水平升高'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血清
.Q@

水平明显高于革兰

阳性菌感染患者血清
.Q@

水平#推测与革兰阴性菌细胞壁中

主要存在内毒素有关#内毒素可以直接刺激导致血清
.Q@

水

平升高#提示血清
.Q@

在区别
B6S

患者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

性菌感染中有一定的鉴别作用'

:aQ

曲线显示#当血清
.Q@

临界值为
*)-"9

C

"

I?

#

>\Q

为
+)<("

#

=,Z=.

为
+)HH=

#

+)="-

时#血清
.Q@

鉴别
B6S

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的敏感

度为
<")-+Z

#

(!

特异度为
H,)G"Z

'由此提示#血清
.Q@

可

以为
B6S

患者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病原菌感染的诊断提

供较高的诊断信息#有助于
B6S

早期诊断及给药方案的确定#

有助于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降低患者病死率及防止耐药性

及二重感染#因此均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血清
.Q@

检测在早期
B6S

革

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鉴别诊断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其操作

方便#检测时间短#适合自动化诊断#稳定性强#对于临床
B6S

早期鉴别诊断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感染-合理制订治疗方

案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本研究仍存在样

本量少等不足之处#血清
.Q@

的诊断最佳临界值有待扩大样

本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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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链透射比浊法检测试剂的研制"

王庆国!吴越光!赵明伟!宿明明#

"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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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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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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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链透射比浊分析方法%方法
!

采用全自动日立生化分析仪!用自

制透射比浊试剂检测临床血清标本!并对试剂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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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的测定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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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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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内精密度"

=U

$

%

,Z

&批间
=U

%

(+Z

%样本中三酰甘油小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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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红素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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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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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风湿因子小于或等于
G++\

(

I?

&抗坏血酸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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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检测结果无明显影响!自制试剂盒与进口罗氏试剂盒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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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比浊试剂盒

各项指标均达到临床检测要求!与罗氏同类试剂测定结果有较好的相关性!在临床上有极大的应用前景!可替代国外同类产品试

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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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链约由
"(*

个氨基酸组成#通常不包含碳水化合物#相

对分子质量大约为
"*h(+

-

'每条轻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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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链内二硫键

所组成的环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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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然免疫球蛋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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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类别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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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者血清

中
R>.s?>$

比例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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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克隆异常增生会导致

单克隆球蛋白或游离免疫球蛋白片段$游离的轻链&增加#这会

造成
R>.

与
?>$

链比例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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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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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值失衡可

预示单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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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白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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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链生成增加的情况下#游

离轻链的滤过也会增加#若超出肾小管的重吸收能力#该测试

可定量检测结合及游离免疫球蛋白中的轻链'尿中轻链的检

测是诊断及监测轻链型多发性骨髓瘤-轻链淀粉样变性重要的

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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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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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检测不同种类轻链水平有助于诊断巨球蛋

白血症$巨型球蛋白生成增多&-结缔组织病$如类风湿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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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感染-肝硬化-急慢性肝

炎等疾病也会导致血中轻链增多#但一般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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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增多%糖尿病-肾病等患者尿中也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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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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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检测方法主要包括免疫电泳法-酶联免疫

法#前者检测时间较长#操作比较繁琐#对非典型患者不能作出

明确诊断%酶联免疫法有酶催化的扩大效应#定量不准确#这一

点限制了它的应用'本文采用自制免疫透射比浊试剂进行血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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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与罗氏同类试剂测定结果有较好的相关

性#在临床上有极大的应用前景#可替代国外同类产品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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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隆抗体由本实验室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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