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脑梗死病变的加重!

8/

水平相继升高!两者呈正相关!与

孙蕾等&

)

'的报道相似(如溶栓治疗后凝血系统显著激活!超过

体内抗凝和内源性纤溶能力!易形成新的血栓(联合检测脑梗

死患者血浆
0$0

)

8/

水平!不仅能反映病情严重程度!还可通

过二者的密切变化指导临床治疗及判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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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动鞘氨醇单胞菌"

9

7

G>@

L

A6A@D?

7

DOK>6AE>F>?

$原名为少

动假单胞菌"

!?BOIA6A@D?

7

DOK>6AE>F>?

$!可引起手术后感染)

败血症)急性脑膜炎)慢性蜂窝组织炎等&

%$&

'

(该菌广泛存在于

自然界和医院环境中!已有分离于血液)脑脊液)尿液)分泌物

等标本的报道&

)$1

'

(

&+%+

年
4

月!笔者从
%

例关节炎患者的关

节腔积液中分离出
%

株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报道如下(

C

!

临床资料

男性患者!

)1

岁!工人(骑自行车摔伤右膝关节!摔伤部

位红肿!行走困难!于外院
<

线片检查无骨折!

a."2')W

%+

,

*

Z

!

P+'*2

!

Z+'&&

!临床诊断为关节软组织挫伤(使用头

孢唑啉治疗
%1I

!未见好转!红肿加重!转本院治疗(抽取关节

液进行细菌培养!分离出
%

株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根据药敏试

验结果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
1I

后再次进行细菌培养!

无细菌生长!患者病情好转!康复出院(

D

!

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D'C

!

细菌鉴定
!

以无菌方法用注射器抽取患者关节腔积液密

封后立即送检(将关节腔积液接种血平板)麦康凯平板!置

"_

&

培养箱
)1

"

)*[

孵育
42G

后!在血平板上可见圆形凸

起)光滑湿润)不溶血的黄色小菌落(革兰染色为阴性杆菌!菌

体较长!有的为长丝状!极少为分枝状(麦康凯平板上可见灰

尘样菌落(该分离菌株氧化酶阳性!能氧化利用葡萄糖)蔗糖)

乳糖)麦芽糖)木糖和甘露糖!水解七叶苷!枸橼酸盐试验阳性!

靛基质)硝酸盐还原)精氨酸双水解酶)尿素)明胶)甘露醇均为

阴性(

-!Y&+P5

鉴定编码为
+4())41

!鉴定符合率为
,,'23

!

最终鉴定为少动鞘氨醇单胞菌(

D'D

!

药敏试验
!

采用
h$.

纸片扩散法(该菌对亚胺培南)氯

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对阿米卡

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环丙沙星)氨曲南)阿洛西林)头孢哌

酮)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哌拉西林耐药(

E

!

讨
!!

论

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氧化酶阳性者居多"约
,+3

$!在室温

培养有动力!但
)1[

培养则无动力(在含有葡萄糖和其他碳

水化合物的培养基上生长良好(本例少动鞘胺醇菌为革兰阴

性杆菌!菌体较长!为氧化酶阳性的非发酵菌!产生黄色色素!

其特点及某些生化反应与产黄色素的黄杆菌属和某些假单胞

菌相似!应注意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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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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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糖化血红蛋白
!"#

!

$%!"#

"未检出#妹妹
$%!"#

为
&'()

#

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

!

姐姐#

*(

岁#孕
"+

周$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

"血常规%

$%",-

.

&

/

'

012+*'345

'

01$*"'6

7.

'

01$1,,-

.

&

/

'

891+',(:"6

"*

&

/

'

8;<**'&)

(!

*

"血红蛋白电泳检测%胎

儿血红蛋白!

$%=

"占
"66)

(

!

地贫基因检测%采用
.

>

7

?@18

法检测
"

地贫基因!

?AB!

#

?

"

,'C

#

?

"

-'*

"#结果显示为东南

亚型!

??AB!

&

""

"(反向点杂交!

8;9

"法检测
#

地贫
"C

个常见

突变位点#只有
D2A*?+&-

正常野生型检测探针出现蓝色斑点#

其余
+

种正常野生型探针均无法显示#患者确诊为
$@=$

(

!

-

"

$%!"#

检测%未测出结果$

!'"

!

妹妹#

*"

岁$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

"血常规%

$9",-

.

&

/

'

012+*'345

'

01$*"'6

7.

'

01$1,,-

.

&

/

'

891+',(

:"6

"*

&

/

'

8;< **'&)

(!

*

"血红蛋白电泳检测%

$%=

占

"6'*)

(

$%!

占
3C',)

(

$%!*

占
*'&)

(!

,

"地贫基因检测%

采用
.

>

7

?@18

法检测
"

地贫基因#此患者为东南亚型!

??AB!

&

""

"(

8;9

法检测
#

地贫
"C

个常见突变位点#未见异常#患者确

诊为
$@=$

(!

-

"

$%!"#

检测结果为
&'()'

$

"

!

讨
!!

论

$@=$

是血红蛋白生成时间发生改变所造成的#表现为

成人患者产生高于正常比例的
$%=

!超过
$%

总量的
")

"#而

不存在其他病因$

$@=$

是一个相对良性的疾病#通常无临

床症状#也研究认为
$%=

对氧亲和力高#如果成人产生过多

$%=

可能会出现不明显的临床症状)

"

*

$

$%!"#

反映机体
+

$

3

周前的血糖水平#常用检测方法有离子交换树脂微柱法'离

子交换高液相色谱法免疫法'电泳法等$本研究采用的是
9EF?

8>G;?"6

血红蛋白
!"#

试剂盒#使用离子交换高液相色谱法

测定
$%!"#

$

$%!"#

测定常用方法均受
$%=

干扰)

*

*

$因此

需重视
$%=

对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影响#避免将
$@=$

患者

误诊为糖尿病$以非酶促反应在红细胞内形成的总糖化血红

蛋白!

H$%

"与细胞内糖的含量成正比#糖化血红蛋白
!"

!

$%!"

"的形成是由于
$%!

的
#

链
I

端糖化!包括葡萄糖'

"

#

+?

二磷酸果糖'

+?

磷酸葡萄糖等"#而
$%!"#

是
$%!

的
#

链

I

端与葡萄糖结合的产物)

,

*

#所以一般将
$%!"#

作为反应糖

尿病患者较长时间内血糖控制情况的指标$

$%=

是胎儿体内

$%

的主要成分#婴儿出生
,

个月后降至
*6)

左右#

+

个月达正

常水平$正常成年人
$%=

"

6'+)

#其对
$%!"#

测定的干扰

可忽略不计$但姐姐全血中
$%=

占
"66)

#没有
$%!

存在#

因此亦无
$%!"#

存在#本室所采用方法无法检测
$%!"#

#而

妹妹全血中
$%=

占
"6'*)

#其
$%!"#

正常#所以当全血中

$9=

"

"6'*)

时#

$%!"#

不受影响#当
$%=

在
"6'*)

$

"66)

时#其对
$%!"#

检测的影响需进一步探讨$

$%=

增高常见于新生儿'妊娠期妇女'某些类型的
#

?

地中

海贫血镰型红细胞贫血患者)

-

*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

&

*和

$@=$

患者等$上述人群在测定
$%!"#

时#应首先进行
$%

电泳检测#确认是否存在可干扰
$%!"#

检测的异常
$%

$在

异常血红蛋白病高发地区#如广东'广西#更需慎重检测包括

$%!"#

在内的糖化血红蛋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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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此外#临床实验室检测
V

'

I>

'

15

时所用纯净水

的水质也对检测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水质差的含有较多外源性

离子干扰(用于复溶试剂的蒸馏水水质的好坏也对检测结果有

一定的影响)

&?3

*

$

在临床化学分析中#试剂'标准品的使用比较混乱#许多试

剂盒所附带的标准液为单一水溶性#忽略了基质效应对检测结

果的影响$为了减小基质偏差#笔者建议%!

"

"改进室内质控样

品#使其更接近新鲜人血清和具有溯源性的质控品(!

*

"选择方

法及方法学参数#使其适应性更强且易于掌握#而对制备物!如

标准液'室间质控样品与质控物"基质的确切性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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