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地反映出该群体的健康水平'本研究获取了东部

较发达地区某监狱
:-'

名男性服刑人员健康体检血

常规
*(

项参数结果#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g79

*

2?O

+

*

<

P

!

+

*

81B

+

*

[1A

+

*

81B̀

*

#79

*

hM

*

h/G

*

#=g$9Y

*

6<9#

参考范围明显低于国家标准和相关

文献报道值#因此#制订出该群体自身的参考范围是

十分必要的'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很多#可能与监管

条件下服刑人员饮食状况*运动量*工作环境等因素

有关'

从事不同劳动改造任务的服刑人员有
'(

项参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白细胞相关参数

多达
.

项#分别是
g79

*

2?O

+

*

<

P

!

+

*

81B

+

*

7@A

+

*

81B̀

*

7@À

%红细胞相关参数
;

项#分别是

#79

*

hM

*

h/G

*

89h9

*

#=g$9Y

*

#=g$e=

%血小板

相关参数
*

项#分别是
6<5

和
86Y

'分析
,

组人员

之间的不同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从事电子产

品加工的服刑人员经常接触电路板微量重金属#锡焊

过程中容易吸入挥发性气体等#

'(

项参数均与另外两

组人员中的一组或全部存在差异%狱内勤杂岗位较少

接触不良因素#活动空间相对较大#户外活动时间较

长#活动量较大#除
81B̀

*

7@À

*

6<5

外#其余
'*

项参数均与另外两组人员中的一组或全部存在差异#

其结果更接近相关文献报道的社会人员(

'$*

)

#因此#增

加服刑人员户外运动量对改善服刑人员的健康状况

有很大的帮助'

本研究中服刑人员年龄分布在
'&

"

;,

岁#主要

在青*中年段#通过对年龄分组观察不同年龄段血常

规参数变化趋势发现#

'.

项参数与年龄变化相关#其

中
#79

*

hM

*

h/G

*

<

P

!

+

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与

重庆地区(

%

)和北京地区(

(

)老年人变化趋势一致%

2?O

+

*

2?Ò

*

#=g$9Y

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

<

P

!`

呈下降趋势#与重庆地区(

%

)老年人变化趋势一致%

#=g$e=

*

89h

呈上升趋势#与大连地区(

'

)报道相

符%

89Y

呈上升趋势#与北京地区(

(

)老年人变化趋势

一致%

89h9

*

6<5

*

86Y

*

695

*

6<99

*

6<9#;

项参

数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未

呈现趋势性变化#其中
6<5

和
695

两项参数
('

岁以

上年龄组与其余
,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大连地区(

'

)报道近似#且与重庆地区(

%

)老年

人变化趋势呈接续关系#由此推测
6<5

和
695

在
(-

岁左右年龄段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缺乏女性服

刑人员的数据#其次#缺乏其他地区*其他监狱服刑人

员的数据参考#能否普遍代表全国服刑人员的整体水

平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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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结核分枝杆菌
4

H

^

抗体诊断活动性肺结核的临床结果研究

赵
!

建

"湖北省荆州市胸科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结核分枝杆菌免疫球蛋白
^

"

4

H

^

$抗体诊断活动性肺结核的临床结果%方法
!

选

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D';(

$&非结核呼吸道疾病患者"

)D.(

$为研究

对象!并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纳入观察组!非结核呼吸道疾病患者纳入对照组!分析结核杆菌
4

H

^

抗体对活动

性肺结核的诊断结果%结果
!

观察组中结核杆菌抗原检测阳性率为
.-+&'̀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

"

"

$

-+-(

$#观察组
4

H

^

&相对分子质量为
,+:X'-

%

"

,:W=

$&

<38

同时检测阳性例数最多!阳性率为
(:+'*̀

!对照

组中单一抗体
4

H

^

检测阳性例数最多!阳性率为
;:+':̀

#诊断灵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阳性预测

值为
:;+*:̀

!阴性预测值为
%'+*'̀

%结论
!

血清结核分枝杆菌
4

H

^

抗体在诊断活动性肺结核中有一定的辅

助价值!有较高的阳性率和灵敏度!

4

H

^

&

,:W=

&

<38

联合检测可能会提高活动性肺结核的诊断阳性率%

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

!

4

H

^

抗体#

!

活动性肺结核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结核病是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 人类健康#因此对肺结核做出快速*准确的诊断是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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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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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重点(

'

)

'目前实验室常用的诊断方法主要有

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法*涂片法*免疫学方法*痰细菌培

养等#涂片法灵敏度较低#且无法区分活菌和死菌%痰

细菌培养用时较长#不适合指导临床用药%分子生物

学法有着较好的灵敏度#但实际操作中昂贵的试剂与

特殊仪器限制其在临床上的应用%血清学抗体检测受

到较多因素影响#往往作为辅助诊断(

*

)

'本研究中采

用血清结核分枝杆菌
4

H

^

抗体对活动性肺结核进行

诊断#分析其诊断结果#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D';(

&*非结核呼吸道

疾病患者$

)D.(

&为研究对象#并将活动性肺结核患

者纳入观察组#非结核呼吸道疾病患者纳入对照组'

其中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_(+,,

&岁%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纳入标准!$

'

&观

察组患者均符合,肺结核诊断标准-

(

,

)中相关诊断标

准#对照组患者为临床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者*肺

部感染*支气管扩张并发感染%$

*

&自愿参与本项研

究%$

,

&近期未使用抗菌药物药物治疗者'排除标准!

$

'

&免疫功能缺陷者%$

*

&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者%

$

,

&参与其他药物试验者'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患者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采用促凝血负压管抽取患者肘静脉血#

在
,---0

"

!"B

速度下离心#并在
E*-\

下保存待检'

取出冰箱中芯片与配套试剂#静置至室温#取出铝箔

中芯片#并在芯片上标注相应编号'使用加样枪向蛋

白芯片窗口中加入试剂
3*--

#

<

$

50"A

缓冲液与
*̀

吐温试剂配比而成&#完全浸润后采用加样枪注入
'--

#

<

血清标本#完全渗入后及时加样试剂
7,--

#

<

$

50"A

缓冲液与
*̀

吐温试剂配比而成&#完全渗入后

采用加样枪注入试剂
9(--

#

<

$金标抗人
4

H

^

&#待完

全渗入后采用加样枪加入试剂
=,--

#

<

$

50"A

缓冲液

与
*̀

吐温试剂配比而成&#采用生物芯片识别仪$型

号!大渊
675$d%

&识别相应芯片#严格按照说明书操

作#系统记录检测结果'

$+'

!

观察指标
!

采用蛋白芯片法检测相对分子质量

'+;X'-

% 以下$

';W=

&蛋白抗体*相对分子质量
,+:X

'-

%

$

,:W=

&蛋白抗体*血清脂阿拉伯甘露聚糖$

<38

&

蛋白抗体#使用胶体金法检测
4

H

^

*免疫球蛋白
8

$

4

H

8

&#并记录以上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结果#单项及

以上阳性即判断检测结果阳性#分析对活动性肺结核

的诊断价值'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6ee*-+-

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以
F_B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结核杆菌抗原阳性率
!

观察组中结核杆菌抗原

检测阳性率为
.-+&'̀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

"

$

-+-(

&#见表
'

'

表
'

!!

结核杆菌抗原阳性率

组别
)

阴性$

)

& 阳性$

)

& 阳性率$

`

&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 *&+,,

/+/

!

两组患者不同血清结合抗体检测情况
!

两组患

者不同血清检测结果显著不同#观察组
4

H

^

*

,:W=

*

<38

同时检测阳性时例数最多#阳性率为
(:+'*̀

#

对照组中单一抗体
4

H

^

检测阳性例数最多#阳性率为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不同血清结合抗体检测情况#

)

$

`

%&

抗体组合 抗体
观察组$

)D''.

&

阳性值 合计

对照组$

)D**

&

阳性值 合计

'

种抗体
4

H

8 ;

$

(+',-

&

':

$

'(+,:-

&

-

$

-

&

'(

$

;:+':-

&

4

H

^ '*

$

'-+*;-

&

'(

$

;:+':-

&

*

种抗体
4

H

8c4

H

^ -

$

-

&

*-

$

'.+-&-

&

'

$

%+((-

&

,

$

',+;%-

&

,:W=c<38 '.

$

'%+(,-

&

*

$

&+'--

&

';W=c4

H

^ *

$

'+.'-

&

-

$

-

&

';W=c<38 '

$

-+:((

&

-

$

-

&

,

种抗体
4

H

8c4

H

^c';W= *

$

'+.'-

&

.*

$

;'+(%-

&

-

$

-

&

%

$

':+%:-

&

4

H

^c,:W=c<38 ;:

$

(:+'*-

&

%

$

':+':-

&

4

H

8c,:W=c<38 *

$

'+.'-

&

-

$

-

&

%

种抗体
,:W=c';W=c<38c4

H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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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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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清结核抗体对活动性肺结核诊断价值
!

诊断

灵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阳性预测值为

:;+*:̀

#阴性预测值为
%'+*'̀

'

'

!

讨
!!

论

!!

结核病属于一种慢性疾病#结核分枝杆菌在机体

中处于持续感染状态#形成潜伏性结合感染#阻碍临

床对结核病的检测与治疗#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因此

准确*快速检测结核病是临床研究重点(

%

)

'目前的检

测方法痰细菌培养*镜检*基因检测等对结核分枝杆

菌培养不仅耗时#其灵敏度也较低#不适宜在临床上

广泛推广(

%

)

'本研究采用胶体金法及蛋白芯片对机

体
';W=

*

,:W=

*

<38

*

4

H

^

*

4

H

8

等蛋白抗体#旨在提

高临床诊断灵敏度及时效'

结核病的发生*发展与患者机体免疫功能有关#

结核分枝杆菌再次刺激机体时#机体内浆细胞会产生

7

淋巴细胞#进一步刺激机体产生免疫球蛋白
4

H

^

*

4

H

8

抗体#常规结合抗体只检测
4

H

^

蛋白抗体#本研

究中增加对
4

H

8

的检测#进一步提高诊断准确率(

(

)

'

本研究中观察组中结核杆菌抗原检测阳性率
.-+&'̀

显著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体内结核杆菌菌量显

著高于非结核呼吸道疾病患者'本研究中观察组

4

H

^

*

,:W=

*

<38

同时检测阳性时例数最多#阳性率

为
(:+'*̀

#对照组中单一抗体
4

H

^

检测阳性例数最

多#阳性率为
;:+':̀

#提示
4

H

^

*

,:W=

*

<38

联合检

测可能会提高诊断阳性率#

,:W=

蛋白抗体是一种磷

酸盐特异转运体#作为结核杆菌特异性分泌抗原之

一#在血清学诊断中有重要作用(

;

)

'

<38

蛋白抗体

是一种结核杆菌特异性糖脂#作为特异性非蛋白结核

杆菌抗原#存在于结核杆菌表面糖脂结构中#可改变

机体免疫系统对结核杆菌的免疫调节方式(

.

)

'研究

表明#

<38

蛋白抗体可抑制巨噬细胞对结核杆菌的

杀伤作用#在巨噬细胞吞噬结核杆菌后存留于巨噬细

胞内#有较高的抗原性#可刺激结核感染者机体产生

结核杆菌抗体#可作为检测结核杆菌的特异性分

子(

:

)

'

4

H

^

占血清总免疫球蛋白的
.-̀

"

.(̀

#另外

<38

较强的免疫源性#在结核杆菌感染机体内会引

起强烈的抗体反应#可有效刺激机体产生
4

H

^

型的抗

<38

抗体#因此#

4

H

^

*

,:]=

*

<38

联合检测可提高

检测阳性率(

&

)

'本研究发现结核杆菌蛋白抗体对结

核杆菌的诊断灵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

阳性预测值为
:;+*:̀

#阴性预测值为
%'+*'̀

#表明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机体结核杆菌的检测阳性率较高#

可能是因为结核杆菌蛋白质抗体的研究促进了血清

学诊断的研究进程#检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血清抗体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诊断准确性(

'-

)

'

综上所述#血清结核分枝杆菌
4

H

^

抗体对活动性

肺结核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其中
4

H

^

*

,:W=

*

<38

联

合检测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诊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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