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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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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均增高'

C

"

展
""

望

随着检测方法的不断发展#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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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快速*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检测项目#临床应用势必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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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判断凝血与纤溶平衡失调的指标#将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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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对血栓栓塞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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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标本后孵育一定时间#根据指示剂颜色改变判断标本中是

否存在耐药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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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从而预测菌

株是否对利福平和异烟肼耐药'由于基因突变的复杂性#该方

法需使用的寡核苷酸探针数目较多#操作复杂#且费用较高#不

适于在基层实验室开展'

A/D

"

TR6

芯片技术
"

该技术易于自动化#能快速*特异地同

时检测多种
P(S

耐药基因#但费用昂贵'

B

"

结
""

语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结核病的诊断*治疗

有了新的认识#检测手段也有了新的发展#但分子药敏实验普

遍存在操作繁琐*痰涂片阴性*培养阳性标本检测灵敏度低等

不足(

)"5)+

)

'因此#简化分子药敏实验操作步骤#提高灵敏度和

特异度成为当务之急'与传统的
P(S

药敏实验相比#分子药

敏实验不需对活菌进行培养#生物安全性高#且极为快速#

+

"

)

F

即可回报结果#对指导合理制定治疗方案*预防耐药
P(S

的

流行性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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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工作的基本内容

按工作性质及其先后顺序#可将医学统计工作分为实验设计*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实验设计是开展某项医

学研究工作的关键#包括医学专业设计和统计学设计#医学专业设计的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样本含量*获取

样本的方法*分组原则*观察$检测%指标*统计方法等'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各种实验*检测或调查#要求资料完整*准确*及

时*有足够数量*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等'整理资料包括原始资料的检查与核对*对资料进行分组与汇总等'分析资料即对

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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