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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经呼吸道传

播#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病'我国结核病患

病人数较多#是世界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有研究

报道#肺 结 核 患 者 以 被 动 发 现 为 主#比 例 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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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常因不明原因低热(咳嗽(消瘦等症

状前来就诊#此时应尽快明确诊断#查明病因或进行

快速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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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的检测方法中#痰涂片方法

简单易操作#但阳性率较低&改良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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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法目

前广泛应用于结核分枝杆菌培养#并作为结核病诊断

的金标准#但由于结核分枝杆菌生长缓慢#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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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采用该方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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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给临床日常诊疗工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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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液体培养法具有阳性率

高(培养时间短等优点)

#

*

'本研究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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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市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门诊活动性肺结

核患者痰培养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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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液体培养法

与改良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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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就诊的活动性肺结核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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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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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痰涂片抗酸染色$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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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法%镜检(改良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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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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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液体培养'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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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家级(市级临床诊疗专家会诊确定'痰标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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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酸染色液购于珠海贝索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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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氢氧化钠
7S7

乙酰基
7.

半胱氨酸溶液(磷酸盐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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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制备'相关仪器!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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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购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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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染色镜检!参照-结核病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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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参照-结核病实验室检验规程.分枝杆菌分离培

养标准化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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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枝杆菌固体培养'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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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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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培养基上#将接种好的培养基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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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中培养'结果判读!培养基表面长出淡黄色不透

明(粗糙(干燥(凸起呈菜花样菌落#为结核杆菌典型

菌落形态'挑取少量菌落涂片#经抗酸染色#镜检确

定为抗酸杆菌后#报告固体培养分枝杆菌阳性'

液体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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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液体培养法%!参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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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内进行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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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表示#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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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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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试

验'每批次的培养基接种结核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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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菌株进均进行敏感性测试'数据库的建立采用双人

双录入#并按照预定方案进行原始资料和数据库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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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液 体 培 养 法 结 果 符 合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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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符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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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 %%$ / %3%

合计
35# 3%)& %$% 35P$

表
3

!!

痰涂片阳性标本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和

!!!

改良罗氏#

.7\

%培养法结果符合情况#

(

%

改良罗氏$

.7\

%培养法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

阳性 阴性 污染 合计

阳性
/) %3 # %%#

阴性
3 3 % )

污染
& & & &

合计
%&& %5 $ %'%

表
#

!!

痰涂片阴性标本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和改良

!!!

罗氏#

.7\

%培养法结果符合情况#

(

%

改良罗氏$

.7\

%培养法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

阳性 阴性 污染 合计

阳性
%$% /3 / '$3

阴性
%&5 '/#5 %'P 3%P&

污染
) %%$ / %3%

合计
'5# 3%$# %#5 3$5#

'

!

讨
!!

论

!!

分枝杆菌培养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改良罗氏

$

.7\

%培养法耗时过长#一般培养需要
#

!

P

周#且阳

性率不超过
$&0

#不利于早期发现肺结核患者和早期

诊断耐多药结核病患者)

3

#

P

*

'

%//5

年美国
UX

公司研

制出
U8C=<CQ[V"/5&

分枝杆菌全自动快速培养系

统#广泛应用于结核病诊断和临床鉴别诊断'本研究

通过分析
'&%$K'&%)

年北京市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

门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痰培养资料#比较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与改良罗氏$

.7\

%培养法在结核分枝

杆菌培养中的效果'

本研究显示#痰涂片镜检(改良罗氏$

.7\

%培养法

和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阳性率分别为
3('P0

(

%&(330

和
%&(3&0

#改 良 罗 氏 $

.7\

%培 养 法 和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c&(&&%

#

!c&(/)&

%&痰涂片镜检与改良罗氏

$

.7\

%培养法和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的阳性符

合率均超过
P&(&&0

#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和罗

氏$

.7\

%培养法结果符合率为
/3()&0

#这与张娟等)

/

*

和王训霞)

%&

*的研究结果类似#说明
Q[V"/5&

系统液

体培养法同样拥有较高的灵敏度'改良罗氏$

.7\

%培

养法和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所需的培养时间分

别为
'P(&

$

'$(&

!

3%(&

%

D

和
%5($

$

%#(&

!

%/(&

%

D

#说

明在结果报告速度上#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更

具优势'本研究还发现#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

的污染率高于罗氏$

.7\

%培养法#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c%(#)

#

!c&(''$

%#可能是
Q[V"/5&

系统液

体培养法对操作要求更严格#操作过程中易造成污染

等原因引起的'

本单位进行的
3

种结核菌检测方法!痰涂片是早

期诊断肺结核的重要手段#操作简单#用时短#但阳性

率最低)

%%

*

&改良罗氏$

.7\

%培养法阳性率高于痰涂片#

但用时最长&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阳性率与改

良罗氏$

.7\

%培养法基本一致#这与王晓艳等)

%'

*的研

究结果稍有不同#但该方法阳性培养时间明显比改良

罗氏$

.7\

%培养法提前
%&(&D

以上#这为临床及早诊

断(制订个人用药方案提供了更加及时(准确的临床

依据'早期诊断不仅有利于结核病患者的快速康复#

对于控制结核病合并的其他疾病也有重要的意义)

%3

*

'

虽然痰涂片镜检操作简单#但无法得到菌株#而培养

法能为后续进行耐药性监测的药敏试验提供菌株'

随着临床诊疗需求的不断增加#近几年医疗市场陆续

推出
[<9<N

*

<?=

(基因芯片等多种新型的结核病检测

技术#然而除了考虑检测方法的诊断效能#还应考虑

检测机构的条件(成本效益等#非免费项目还应该考

虑患者的经济承受力)

%#

*

'

综上所述#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收费较低#

不需要使用特殊仪器#操作简单#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分枝杆菌快速培养方法'与传统的抗酸染色和改良

罗氏$

.7\

%培养法相比#

Q[V"/5&

系统液体培养法具

有符合率高(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特点'这种经济(

实用(及时(有效的检测方法更加适宜在基层结核病

防治机构推广应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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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多为甲状腺滤泡组织的炎症所造成#常见于桥

本氏甲状腺炎#急性(亚急性甲状腺炎等#并非某类疾

病的特异性表现)

#75

*

'

当甲状腺滤泡细胞结构被破坏时#位于甲状腺滤

泡上皮细胞膜顶端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和甲状腺滤

泡内的甲状腺球蛋白溢出到外周血#作为一种自身免

疫性抗原#刺激机体产生大量
"OW6F

和
"[6F

#使血

清中
"OW6F

和
"[6F

水平升高'二者作为自身抗

体#能够对甲状腺上皮细胞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OW6F

通过参与辅助性
"

淋巴细胞的活化#激活补

体和抗体介导的细胞毒作用破坏甲状腺细胞#最终导

致甲减)

)

*

'

"[6F

能够与甲状腺球蛋白结合形成复

合体#对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产生破坏#从而影响甲

状腺功能)

P7/

*

'因此#

"OW6F

和$或%

"[6F

水平升高

对判断甲状腺滤泡细胞损伤有着高度敏感性'

本院每年对教职工进行健康体检#本研究所涉及

人群为高校社区体检人群'本研究发现#选取的样本

中甲状腺回声改变者的比例相对较高#为
3/(&0

'本

研究结果显示#甲状腺回声改变时甲状腺自身抗体异

常检出率为
)#(/0

$

%/#

"

'$/

%#甲状腺功能异常检出

率为
'3('0

$

5&

"

'$/

%'临床中常见甲状腺自身抗体

水平升高#但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患者&亦有甲状腺超

声显示甲状腺回声改变#但未进行相关血清学指标检

测的患者'赵秋剑)

%&

*认为#

"OW6F

和
"[6F

异常是

甲状腺功能正常人群患甲状腺疾病的潜在风险因子#

当两项指标水平升高时#无论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

都应给予足够重视#定期复查随访'本研究通过相关

性分析发现#甲状腺回声改变与
"OW6F

(

"[6F

(

"Y]

呈正相关#与
!"#

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血清学指标检测

对早期甲状腺疾病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两种检查

都应作为常规项目在体检人群中检测#这更有利于临

床对甲状腺疾病的早期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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