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如有些研究所证实的#患者对护士护理行为的评价

与人文关怀度呈正相关*

?

+

#有效的护理行为必然包含

人文关怀#只有根据不同患者的需求差异来进行针对

性的关怀#才能促进患者尽快康复'对于基层医院来

说#虽然医院硬件与大型医院还有很大差距#目前不

能得到迅速改善#但是可以通过营造人文氛围#使护

患关系更加和谐*

%"

+

'

目前#我国人文关怀护理教育还处于摸索阶段#

院校缺乏关怀型教师#教学体系上主要照搬西方国家

的教材#人文关怀只停留在知识层面#对临床实践能

力培训不够*

'

+

'因此#学校需要不断完善人文课程#

多角度培养学生的关爱情怀#医院提倡人文管理#创

建良好的文化环境#加强人文关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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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解脲支原体和

人型支原体感染情况及药敏试验分析"

杨书才%

!唐景云%

!周
!

杰%

!刘
!

慧"

!张
!

莉%

'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医院*

%8

检验科&

"8

药剂科!广东深圳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深圳市坪山地区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解脲支原体#

ZD

$和人型支原体#

41

$感染情况及

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方法
!

采用支原体检测试剂盒对
?')(

例疑诊

为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的泌尿生殖道分泌物进行
ZD

%

41

检测及药敏试验!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

?')(

例患者中支原体培养阳性
($%'

例#

'?8'c

$!其中
ZD

单纯感染
"($$

例#

(!8'c

$!

41

单纯感染

&!

例#

%8"c

$!二者混合感染
?()

例#

)8#c

$"

%)'%

例男性患者支原体培养阳性
!&!

例#

")8?c

$!

'!!"

例女性

患者培养阳性
"'()

例#

!(8?c

$!女性患者支原体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药敏

试验结果显示!

ZD

%

41

及二者混合感染患者对多西环素%交沙霉素%米诺环素表现高度敏感性"结论
!

泌尿生

殖道感染患者支原体感染以单纯
ZD

感染为主!女性患者感染率高于男性!多西环素%交沙霉素和米诺环素是治

疗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有效药物"

关键词"泌尿生殖道感染&

!

解脲支原体&

!

人型支原体&

!

药敏试验

中图法分类号"

7''?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

$

%(/%###/$'

!!

支原体是一类没有细胞壁#能通过滤器)可在人

工培养基上生长的最小原核细胞型微生物*

%

+

'目前#

从人体中分离出的支原体有
%?

种#与泌尿生殖道感

染相关的支原体主要有解脲支原体$

ZD

%)人型支原体

$

41

%和生殖支原体#由于生殖支原体培养时间缓慢#

目前临床上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主要检测
ZD

和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49K+F@>

!

SDF

N

"$%)

!

T=F8%?

!

U=8%(

"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基础研究项目$

S+dS"$%?$'")%&(!''#&)

%'

'

!

通信作者(

b/E:@F

!

K=DK=DK@>

C

&""

$

%"?8G=E

'



41

*

"

+

'

ZD

和
41

常可引起男性患尿道炎)前列腺

炎(引起女性患宫颈炎)子宫内膜炎)盆腔炎等(还会

导致不孕不育及新生儿感染*

(/?

+

'由于我国抗菌药物

使用不规范#临床上常能分离到多重耐药支原体#因

此#通过对分离的支原体进行抗菌药物敏试验#以帮

助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支原体感染治疗就显

得很有必要'本研究对
?')(

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

的泌尿生殖道标本进行支原体培养及药敏试验分析#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泌尿外科)妇科)产科及皮肤性病科收治的泌尿生

殖道感染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8/

!

方法

$8/8$

!

标本采集方法
!

对于男性患者#先用消毒棉

球清洁尿道口#取男性拭子缓慢插入尿道口内
"

!

(GE

旋转数圈并停留
($<

后取出送检#或用前列腺按

摩法取前列腺液送检#也可嘱患者用手淫法取精液送

检(对于女性患者#先用窥阴器扩张阴道#用无菌棉签

拭去宫颈表面的黏液#然后用专用拭子插入宫颈口内

%

!

(GE

#旋转数圈并停留
($<

后取出送检'

$8/8/

!

ZD

)

41

检测及药敏试验方法
!

支原体培养

鉴定及药敏试剂盒购自众爱生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该试剂盒由液体培养基)固体培养基及含有
"#

个

微量反应孔的试剂条组成'试剂条由阴性对照孔)阳

性对照孔)

ZD

检测孔)

41

检测孔及阿奇霉素)环丙沙

星)克拉霉素)多西环素)罗红霉素)交沙霉素)左氧氟

沙星)米诺环素)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司帕沙星)大观

霉素的高)低浓度药敏检测孔组成'支原体培养及药

敏试验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首先将标本按照
]

型曲线在固体培养基上划线接种$固体培养基旁放入

%

片
+3

"

发生片%#然后将标本在液体培养基充分洗

脱后在微量反应孔中每孔加
%$$

%

-

$空白孔在液体培

养基未洗脱前加入%#每孔滴加
%

滴石蜡油#放入
(![

温箱培养
"'

!

'#1

'

$8/8'

!

结果判断
!

以固体培养基在低倍显微镜下看

到褐色海胆样菌落或"和油煎蛋样菌落为诊断
ZD

或"

和
41

生长的主要依据#参考液体培养基和微量反应

孔由黄色变为红色#得出
ZD

或"和
41

生长报告'药

敏试验结果!当高)低浓度反应孔均由黄色变为红色

为耐药(低浓度反应孔红色)高浓度反应孔黄色为中

介(高)低浓度反应孔均黄色为敏感'

$8'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8$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

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支原体检测结果

比较
!

见表
%

'

?')(

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中支原

体感染
($%'

例#其中
%)'%

例男性患者检出阳性
!&!

例$

")8?c

%#

'!!"

例女性患者检出阳性
"'()

例

$

!(8?c

%#女性支原体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8$!

%(

ZD

感染率高于
41

感染率及

ZDa41

感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

表
%

!!

?')(

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支原体

!!!

检测结果比较&

&

#

c

$'

性别
& ZD

阳性
41

阳性
ZDa41

阳性 合计

男
%)'% '?!

$

"(8)

%

%'

$

$8&

%

)?

$

!8$

%

!&!

$

")8?

%

女
'!!" %#(!

$

'$8(

%

?%

$

%8'

%

!'(

$

%%8)

%

"'()

$

!(8?

%

合计
?')( "($$

$

(!8'

%

&!

$

%8"

%

?()

$

)8#

%

($%'

$

'?8'

%

表
"

!!

($%'

例支原体阳性标本对常用抗菌药物体外药敏试验结果#

c

$

抗菌药物
敏感

ZD 41 ZDa41

中介

ZD 41 ZDa41

耐药

ZD 41 ZDa41

阿奇霉素
#$8! "8& '8? %?8# '8$ (8) "8& )(8( )%8!

环丙沙星
(8$ "!8( $8$ %&8# %'8& '8! &)8" ?$8$ )!8!

克拉霉素
)(8# "8& !8' "8! '8$ (8% (8& )(8( )%8!

多西环素
)(8) )&8( #&8" "8# "8& !8? (8( $8$ &8"

罗红霉素
#%8' $8$ (8! %(8( "8& (8) !8( )&8( )"8?

交沙霉素
)'8$ %$$8$ #(8) !8( $8$ %$8! $8& $8$ !8?

左氧氟沙星
")8" "#8$ '8% ?(8% ($8& (&8" &8& '%8( !#8&

米诺环素
)'8# )&8( )$8( "8# "8& (8) "8' $8$ !8#

诺氟沙星
"8$ '8$ $8% &8& ?8& $8# )$8( #)8( ))8%

氧氟沙星
!8" %#8& $8$ "#8# %$8& '8! ??8$ &$8? )!8!

司帕沙星
"?8% '%8( !8? !%8$ %$8& "!8" ""8) '#8$ ?)8"

大观霉素
'8$ !"8$ $8) %?8( ('8& %$8$ &)8& %(8( #)8%

/8/

!

药敏试验结果
!

见表
"

'对
($%'

例支原体检

出阳性标本进行
%"

种抗菌药物药敏试验测定#其中

"($$

例
ZD

阳性标本对
%"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率排前

(

位的依次是米诺环素$

)'8#c

%)交沙霉素$

)'8$c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49K+F@>

!

SDF

N

"$%)

!

T=F8%?

!

U=8%(



多西环素$

)(8)c

%#耐药率排名前
(

位的依次是诺氟

沙星 $

)$8(c

%)大 观 霉 素 $

&)8&c

%)环 丙 沙 星

$

&)8"c

%(

&!

例
41

阳性标本对
%"

种抗菌药物敏感

率排前
(

位的依次是交沙霉素$

%$$8$c

%)多西环素

$

)&8(c

%)米诺环素$

)&8(c

%#耐药率排前
(

位的依

次是罗红霉素$

)&8(c

%)阿奇霉素$

)(8(c

%)克拉霉

素$

)(8(c

%(

?()

例
ZD

和
41

混合感染的阳性标本

对
%"

种抗菌药物敏感率排前
(

位的依次是米诺环素

$

)$8(c

%)多西环素$

#&8"c

%)交沙霉素$

#(8)c

%#耐

药率排前
(

位的依次是诺氟沙星$

))8%c

%)氧氟沙星

$

)!8!c

%)环丙沙星$

)!8!c

%'

ZD

)

41

)

ZDa41

对

%"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率排前
(

位的均为多西环素)交

沙霉素)米诺环素'

'

!

讨
!!

论

!!

ZD

和
41

是引起泌尿生殖道感染的主要病原菌

之一#因各地卫生条件)人员构成)检测方法的不同#

各地报道的支原体感染率有所不同'本研究结果显

示#

?')(

例疑似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患者中#支原

体感染
($%'

例#感染率为
'?8'c

#低于深圳光明地

区报道的
!'8%c

*

&

+

'同在深圳地区#支原体感染率却

有所不同#分析原因可能有试剂方面的因素#因为本

研究采用的是固体和液体结合的方法进行支原体检

测#可通过固体培养基上没有生长来排除一些液体培

养基的假阳性#而深圳光明地区只是单纯采用了液体

培养基进行培养'本研究男性支原体感染率为

")8?c

#女性感染率为
!(8?c

#女性支原体感染率明

显高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男女生殖器局部微环境不

同所致#女性生殖道内环境和
I

0

值可能更有利于支

原体在其黏膜表面繁殖*

#

+

'在
($%'

例支原体感染者

中#

ZD

感染率最高#为
(!8'c

#其次是
ZDa41

混合

感染率#为
)8#c

#

41

感染率最低#为
%8"c

#说明支

原体感染以
ZD

单纯感染为主#这与杨瑞霞等*

)

+报道

一致'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以
ZD

为主#相关研究

认为#

ZD

主要通过黏附素与宿主细胞上的受体结合

后进行繁殖和感染#其感染后造成的上皮细胞受损较

完整上皮细胞更易于
ZD

入侵*

%$

+

'

支原体菌属因天然缺失细胞壁#因此对一些针对

细胞壁的药物#如青霉素)头孢菌素等
"

/

内酰胺类药

物天然耐药'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支原体感染的药物

有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及喹诺酮类#但是近年来随

着抗菌药物的不规范使用#支原体对这些药物也表现

出一定的耐药性'本研究结果表明#单纯
ZD

感染敏

感率最高的药物为米诺环素$

)'8#c

%#其次为交沙霉

素和多西环素(

41

单纯感染对交沙霉素全部敏感#其

次为多西环素和米诺环素(

ZD

和
41

混合感染敏感

率最高的药物是米诺环素$

)$8(c

%#其次为多西环素

和交沙霉素'

ZD

单纯感染对大观霉素及喹诺酮类的

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及氧氟沙星均表现出高度耐药(

41

单纯感染对大环内酯类的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及

克拉霉素#对喹诺酮类的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及氧氟

沙星均表现出高度耐药性(

ZD

和
41

混合感染对抗

菌药物的耐药性与
41

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具有相

似之处'

ZD

和
41

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

是因为编码
.U5

促旋酶及拓扑异构酶
.

的
,

N

;5

)

2:;+

基因突变导致靶酶结构改变#也有可能与生物

膜形成)细菌外排系统)基因重排机制及环境因素相

关*

%%/%"

+

'

41

对大环内酯类药物高度耐药主要是因为

其
"(];7U5"?%%

位点突变#从而导致对该类抗菌药

物高度耐药*

%(

+

'本地区
ZD

和
41

对抗菌药物的敏

感性和耐药性与周丽华等*

%'

+的报道一致#但与龚娅

等*

%!

+的报道有所区别#说明不同地区泌尿生殖道分离

的支原体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和耐药性有所不同'

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培养明确支原体感染类型及其

敏感性#对临床有针对性的治疗具有很好的帮助'

综上所述#泌尿生殖道最常见的支原体感染为

ZD

感染#

41

是以合并感染的方式出现'

ZD

对喹诺

酮类药物表现出高度耐药性)

41

对大环内酯类及喹

诺酮类药物均表现出高度耐药性'

ZD

)

41

对多西环

素)交沙霉素)米诺环素仍表现出高度敏感性#可作为

本地区治疗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的经验用药#临床

医生也可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的抗菌药物进

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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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
+KG%'5

基因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刘
!

儒%

!谢基明"

!孟
!

峻%

!李瑞林%

%8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内蒙古呼和浩特
$%$$!$

&

"8

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检验科!内蒙古呼和浩特
$%$$%&

!!

摘
!

要"目的
!

构建小鼠
I

G.U5(8%/4d+/

细胞分裂周期
%'5

#

+KG%'5

$真核表达载体!并观察和验证其在

真核细胞中的表达"方法
!

将化学合成的目的基因
+KG%'5

定向克隆至真核表达载体
I

G.U5(8%

#

a

$中!经酶

切和测序鉴定正确后!采用脂质体法转染
0b\")(

细胞!通过
e9<B9;>LF=B

检测细胞内
+KG%'5

的表达!并检

测
+KG%'5

基因序列"结果
!I

G.U5(8%/4d+/+KG%'5

真核表达载体构建成功!将其转染
0b\")(

细胞
'#1

!

提取细胞蛋白!采用
e9<B9;>LF=B

检测到细胞内
+KG%'5

的表达!并且测序结果与预期结果一致"结论
!

成功

构建了真核表达载体
I

G.U5(8%/4d+/+KG%'5

!为研究
+KG%'5

在小鼠一细胞期受精卵
,"

)

4

期转换中的作

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真核表达载体&

!

细胞分裂周期
%'5

&

!

0b\")(

细胞

中图法分类号"

7()'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

$

%(/%#)%/$(

!!

人类基因组编码
!%#

个激酶#其中仅有
%'&

个蛋

白磷酸酶'磷酸酶与来源于同一祖系的蛋白激酶相

反#能由若干进化的祖细胞独立进化为不同的磷酸酶

家族'由于编码磷酸酶的基因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分

离的磷酸酶在体外仅表现出低底物特异性#因此#磷

酸酶已被广泛认为是混杂酶*

%/"

+

'细胞分裂周期
%'5

$

+KG%'5

%是真核细胞生物中广泛表达的一类特殊的

高度保守的双重特异性磷酸酶#是
+KG%'

家族的一个

亚型'从酵母到人类体细胞的多种研究表明#

+KG%'

涉及的作用广泛#如减数分裂)细胞质分裂)有丝分

裂)

.U5

损伤修复)肿瘤发生)发展及生殖等*

"

+

'本

文通过构建小鼠
+KG%'5

基因真核表达载体#为

+KG%'5

在小鼠一细胞期受精卵
,"

"

4

期转换作用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材料
!

目的基因)细胞株)菌种和质粒!目的基

因
+KG%'5

由鸿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化学合成(真核

表达载体
I

G.U5(8%

$

a

%)

.0!p

感受态大肠杆菌为

广州辉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0b\")(

细胞购于

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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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限制性内切酶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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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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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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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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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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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微量琼脂糖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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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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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酶$诺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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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均由生工生

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低温超速离心机

$美国#

]@

C

E:

公司%(基因扩增仪$

0b45

#

)?$$

%(台

式高速离心机$

*,%&/e]

#上海卢湘仪器有限公司%(

凝胶自动成像仪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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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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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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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空气振荡器$上海艾测电子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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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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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目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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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
ed+

标签的
+KG%'5

目的基因由鸿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化学合成'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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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双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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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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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双酶切'在无菌的

$8"E-b2

反应管#取
!

%

C

的
I

G.U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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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载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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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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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1=6

双酶切#酶切体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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