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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囊短波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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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泡

囊假单胞菌#通常存在于土壤,河流等自然界中#极少引起人类

感染'

%

(

+脑脊液中检出该菌的文献报道很少#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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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患者#男#

'&

岁#

'&%&

年
K

月
%B

日因脑部外伤昏迷入院#

头颅
6$

显示!右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脑裂伤#中位移位明

显+行.右侧额颞顶部去瓣减压
f

血肿消除术/#术后转入
#6E

科#于
K

月
%A

日又行.右枕顶部去骨瓣减压
f

血肿消除术/+

查体!患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血压,脉博,呼吸情况尚好#体温

在
CJ@>

%

CAZ

之间变动+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K@>e%&

A

"

*

#

中性粒细胞
BJD

#血红蛋白
B(

S

"

*

#红细胞
C@&Ke%&

%'

"

*

#总

蛋白
>>@(

S

"

*

#清蛋白
C'@%

S

"

*

+于
K

月
'A

日行脑脊液培

养#检出泡囊短波单胞菌#用敏感药物头孢他啶治疗#

JR

后复

查脑脊液培养结果呈阴性+

B

!

细菌培养及鉴定

抽取脑脊液
>F*

于
,-0$

"

=*_!"[=

培养瓶中做增菌

培养#置
,-0$

"

=*_!"C<

血培养仪内
C>@>Z

自动监测#

J'O

阳性报警后转种血平板#

C>Z

培养
'KO

后生长缓慢#

KBO

后

长出微黄湿润光滑菌落#无溶血+涂片革兰染色为革兰阴性杆

菌#长短不一+该菌氧化酶#触酶试验呈阳性#利用法国生物梅

里埃
#<C'a3

鉴定试纸条及配套自动鉴定系统对该菌进行

鉴定#最终鉴定结果为泡囊短波单胞菌#鉴定符合率为
AAD

#

用
)1,

纸片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

51+

琼脂购自杭州天和微

生物试剂有限公司#应用英国
Ŷ Y#<

药敏纸片+结果显示该

菌对阿米卡星,头孢唑林,头孢他啶,头孢曲松,亚安培南,舒普

深,环丙沙星敏感#对氨苄西林,庆大霉素,氨曲南,哌拉西林耐

药+

C

!

讨
!!

论

泡囊短波单胞菌属于条件致病菌#临床上引起致病较少

见#可引起免疫力低下人群致病'

'

(

+本例是一脑外伤患者#一

直处于昏迷状态#经
'

次开颅手术#并行气管切开#抵抗力降

低#在该患者的痰培养和血液培养中也分别检出了大肠埃希菌

和鲁氏不动杆菌#均是条件致病菌+多部位感染不同的条件致

病菌#表明该患者免疫力严重降低'

C1>

(

+临床医师应引起足够

重视#及时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以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

同时加强
#6E

病房的院感控制#以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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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自然流产$

:;0M::;INH

8

9IN-I;9MH-/9:N79I

#

![=

%是指

育龄女性连续
C

次或
C

次以上都是妊娠在
'B

周以前,胎儿体

重在
%&&&

S

以下#胚胎自动停止发育而流产+其发病机制复

杂#涉及常见的遗传,免疫,感染,生殖系统和内分泌异常等多

种因素+其中
C&D

%

J&D

与免疫因素有关#国内外临床文献

有相关报道'

%1%&

(

+在目前查明的免疫因素中#主要包括封闭抗

体$

/.90V7I

S

-IN7/9R7;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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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子宫内膜抗体$

-IN71;IR9F1

;N:7-.-IN7/9R7;H

#

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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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B

(两种+现进行两种抗体测定并

作统计分析#探讨其在
!=[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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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

%观察组
%(C

例女性#均来自
'&&A

年
(

月

至
'&%&

年
>

月茂名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的

!=[

患者+患者年龄为
'J

%

CA

岁#平均$

C'@>iC@&

%岁+所

有对象排除染色体异常,生殖道畸形,内分泌异常,感染等明确

导致
!=[

的病因#同时排除了男方的精子因素+$

'

%健康对照

组
%&'

例#是同期在该院围产门诊进行产检$孕
C'

周以前%或

产科住院待产的正常妊娠女性#其中中孕者
%>

例,晚孕者
(%

例,足月待分娩者
'(

例#所有对象均无不孕症,人工流产,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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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等病史&年龄也选为
'J

%

CA

岁#平均$

C&@&iC@>

%岁+

A@B

!

研究方法
!

$

%

%标本采集及保存!抽取观察组和健康对照

组每个对象空腹静脉血
CF*

#离心分离血清+

_5=/

当天测

定#遇节假日不能当天检测的置
'

%

BZ

保存#标本待测#最长

不超过
>R

&检测
,=

时把血清置
g'&Z

冻存#每隔
'

周取出测

定
%

次+$

'

%检测方法!

_5=/

采用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的
_*#[=

试剂盒#步骤严格按操作说明书进行#每次

添加空白对照孔和阴阳性质控孔#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全部

的吸光度值读数由中德合作无锡华卫德朗朗仪器有限公司生

产的
<!1'&&,;

酶标测定仪完成#计算
0MN9PP

值#样本吸光度

值大于或等于
0MN9PP

值为阳性#样本吸光度值小于或等于
0MN1

9PP

值为阴性+

,=

采用美国拉姆德公司原装进口
_*#[=

试剂

盒#步骤严格按操作说明书和标准要求执行#最后结果参比阴

阳性对照#不变色为阴性#蓝色为阳性+

A@C

!

统计学处理
!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4[[

%C@&P9:T7IR9TH

软件包进行电脑自动运算#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观察组$

![=

患者组%

%(C

例和健康对照组$健康妊娠组%

%&'

例中#

![=

患者组和健康妊娠组的
_5=/

阳性率和
,=

阴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即两种抗体在

![=

患者病因诊断中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见表
%

+

表
%

!!

观察组与健康对照组两种抗体百分率比较

组别 例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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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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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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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组
(C %%C

$

(A@C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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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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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妊娠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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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J

$

(@B(

%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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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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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表示无数据&

_5=/

为阳性例数$阳性率%&

,=

为阴性例数$阴

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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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致
![=

的免疫因素中#有临床研究资料表明#

_5=/

和
,=

占了较大的份量'

%1B

(

+

_5=/

是育龄女性在子宫内膜炎

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病理情况下#产生专门针对子宫内膜的

特异性抗体#它能引起子宫内膜的免疫损伤#干扰阻碍受精卵

着床或胚胎发育#最终结果以不显著的早,中期流产'

%1'

#

J1B

(

+

,=

是人类白细胞抗原,滋养层及淋巴细胞交叉反应抗原等刺

激母体免疫系统#所产生的一类
#

S

a

型抗体#它是母体针对胚

胎抗原产生的一种保护性抗体+如果妊娠时母体缺乏
,=

#就

会引起母体同种免疫识别保护功能低下#使母体免疫系统把胚

胎当作异物来排斥清除#造成妊娠终止而流产'

C1(

#

A1%&

(

+在本研

究结 果 中#

%(C

例
![=

患 者
_5=/

阳 性
>(

例 $阳 性 率

CK@C(D

%,

,=

阴性
%%C

例$阴性率
(A@CCD

%#明显高于健康妊

娠女性中占
J

"

%&'

$

(@B(D

%,

%&

"

%&'

$

A@B&D

%的比例#两组之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
_5=/

的存在和
,=

的缺乏与
![=

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对
![=

患者常规开展
_51

=/

或
,=

检测有较大的临床意义#可为该病患者确定病因诊

断和对症治疗提供准确的临床依据+

综上所述#随着生殖免疫医学的更加深入研究和发展#会

越来越意识到
,=

,

_5=/

在
!=[

患者免疫因素中的重要性#

认为此两种抗体的检测#在该病患者的诊疗中有重要的,不可

忽视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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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使用现代检验医学仪器的今天#仍需讲究.显微镜

下的硬功夫/#这是保证临床检验工作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

%

(

+

随着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卫生条件的改善#寄生虫感染的概率

日益降低#年轻的检验工作者接触寄生虫标本的次数会比较

少+如果因为经验的匮乏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不重视#就有可

能会贻误或影响寄生虫病的诊断+如何在常规镜检中快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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