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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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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选择一种简便的方法检测隐孢子虫!为艾滋病患者机会性感染引起隐孢子虫病的诊断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

!

收集
#W6

份艾滋病患者粪便标本!采用甲醛
<

乙酸乙酯沉淀浓集菌加改良抗酸染色法检测隐孢子虫&结果
!

6#

份粪便标本隐孢

子虫阳性!

#W6

份艾滋病患者标本合并隐孢子虫阳性率
%#&(Wb

&结论
!

甲醛
<

乙酸乙酯沉淀浓集菌加改良抗酸染色法染色效果

佳!对艾滋病患者粪便中隐孢子虫的检测敏感!适合于基层医院推广使用&

关键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粪便$

!

隐孢子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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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孢子虫是机会致病原虫#也是一种重要的腹泻病原#近

些年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隐孢子虫病是艾滋病的主要并发

症之一)有调查指出#艾滋病患者约有
%Wb

罹患隐孢子虫

病'

%

(

)人体隐孢子虫病发病高峰在每年的初夏至初秋)目前

主要以粪便中查到卵囊确诊'

#<6

(

#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全国六省市

$北京*河南*广东*广西*新疆*云南&艾滋病慢性腹泻患者观察

时取得的粪便标本
#W6

份#进行粪便隐孢子虫感染调查)于室

温下存放于
%'b

福尔马林固定的一次性离心管中)

C&D

!

材料
!

离心机*漏斗*粗纱布*棉棒*离心管$

%W-;

&*

'&?Wb

氯化钠溶液*

%'b

甲醛溶液*乙酸乙酯*移液管及吸管)

C&E

!

方法
!

采用卵囊浓聚法#将标本混合均匀%纸漏斗上覆盖

浸湿的粗纱布#取
W-;

粪便混悬液经粗纱布过滤入锥形离心

管$

%W-;

&%

%'b

福尔马林加入上述纱布上冲刷粪便残渣#使

离心管的容量达
%W-;

%以
W''

O

离心
%'-:C

%弃去上清液#加

入
%'-;%'b

福尔马林至离心管内#用木棒搅拌均匀%加入
E

-;

乙酸乙酯#离心管紧密加盖#用力振荡*反转振荡
6'-:C

#

注意防止泄露%以
W''

O

离心
%'-:C

%打开管塞#用棉棒去除上

层的粪便碎片#小心移除上清液$由上到下一次分层为乙酸乙

酰层*粪便碎屑层*甲醛层*卵囊沉淀层&%用棉棒清除离心管壁

上的粪便碎片%加数滴
%'b

福尔马林到管底的沉淀物上)

C&F

!

染色

C&F&C

!

改良抗酸染色染液配制'

E

(

!

无水甲醇*硫酸乙醇$

%'

-;

硫酸
7@'-;

无水乙醇&*石炭酸品红*

6b

孔雀绿$

6

O

孔

雀绿溶解于
%''-;

蒸馏水中&#室温储存)

C&F&D

!

染片
!

无水甲醇固定
6'B

%石炭酸品红染色
%-:C

#蒸

馏水清洗并排干水%硫酸乙醇复染
#-:C

#蒸馏水清洗并排干

水%孔雀绿复染
#-:C

#蒸馏水清洗并排干水%玻片
('Y

烘干约

W-:C

#盖上盖玻片且用封固剂封固)

C&F&E

!

镜检
!

E'V

或更高物镜检查
#''

"

6''

个视野#应用

%''V

油镜进行内部形态的观察和鉴定)

C&G

!

质控
!

每轮染色均应用
%'b

福尔马林保存标本的隐孢

子虫对照标本进行平行对照)隐孢子虫被染成桃红色至红色#

背景被染成均一的绿色)

D

!

结
!!

果

D&C

!

研究结果显示#有的隐孢子虫标本$

%''V

油镜&卵囊呈亮

红色#圆形或椭圆形#直径
E

"

W

&

-

#内部孢子清晰可见%有的

隐孢子虫标本$

%''V

油镜&镜下背景绿色#囊合子染成深红色#

壁厚#囊内有四个呈月牙形的子孢子#染成玫瑰红色#子孢子在

囊内排列多不规则#导致囊合子呈多形性#有环状*心状*玫瑰

花状*空壳状或不定型块状%红绿相间#易于分辨)

D&D

!

艾滋病患者合并粪便隐孢子虫阳性结果显示#粪便标本

隐孢子虫阳性
6#

份#艾滋病患者合并隐孢子虫阳性率

%#&(Wb

)

E

!

讨
!!

论

隐孢子虫是细胞内的专性寄生虫#主要感染小肠上皮细

胞)虫体的所有发育过程#包括有性发育与无性发育过程#都

在宿主的上皮细胞内进行'

W

(

)隐孢子虫的感染阶段是卵囊#卵

囊随宿主粪便$可能还通过呼吸道分泌物&排出#人由于食入

+

DE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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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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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有吸入&卵囊污染的水或食物而被感染)进入人体后#

卵囊内的子孢子逸出并寄生于胃肠道或其他组织$如呼吸道&

上皮细胞#经裂体增殖及配子增殖发育为卵囊)卵囊在宿主体

内形成孢子排出)卵囊有两种#一种是通常从宿主排泄的厚壁

卵囊#一种是与自体感染有关的薄壁卵囊'

(

(

)隐孢子虫的生活

史仅需
W

"

%%M

即可完成)由于卵囊排出体外时已具有感染

性#使直接和即刻的粪
<

口传播成为可能'

D

(

)

隐孢子虫感染是引起艾滋病患者腹泻的最常见原因)严

重的腹泻多发生于
01

7

E

细胞显著减少$

$

#''

"

&

;

&的艾滋病

患者'

?

(

#感染起始于空*回肠#可播散至大部分的胃肠道黏膜)

临床特征为频繁水泻#一天有数次至数十次#患者可出现严重

脱水和电解质紊乱#一些患者可进展为慢性腹泻)人对隐孢子

虫的易感性与年龄显著相关#

W

岁以下婴幼儿易感染#先天及

后天免疫功能低下者及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感染率高#

也可发生严重的隐孢子虫感染'

@<%#

(

)由药物造成免疫功能低

下的患者#停药后隐孢子虫病即可痊愈)

目前#诊断隐孢子虫病的方法有多种#如病原学检查法*免

疫学方法和核酸分子生物学方法'

%6

(

)免疫荧光法及
!0*

方

法在国内外都已有所应用#但由于其成本较高及标准化等原

因#不易于普及'

%E

(

)病原学检查目前仍是隐孢子虫病确诊的

金标准)病原学诊断方法包括碘染色*沙黄
<

美蓝染色*金胺
<

酚染色*改良抗酸染色等#从粪便中检查隐孢子虫卵囊'

%W

(

)其

中#改良抗酸染色是临床实验室最常使用的可靠方法#抗酸染

色镜下卵囊呈亮红色#圆形或椭圆形#直径
E

"

W

&

-

#内部子孢

子清晰可见)为提高卵囊的检出率#涂片染色前应先浓集卵

囊#甲醛
<

乙酸乙酯沉淀法是推荐使用的临床实验室粪便浓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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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的可靠来源)

本研究显示#楠竹叶提取液浓度在
W'b

时与水煮液浓度

在
%''b

时的抑菌效果差距不大#而水煮液浓度在
%''b

和

W'b

时的抑菌效果均比较稳定)因此#提取液的抑菌效果还是

比相同稀释度水煮液的抑菌效果要好)但是考虑到中国人口

众多#特别是偏僻山区#医源条件不齐#同时#水煮液比提取液

制作更加方便*经济#需要的仪器条件更为简单#因此对于一些

常见的皮肤化脓性感染的日常家庭治疗#水煮液更为方便实

用)辅以饮用*外用*预防*保健都具有良好的抑制细菌生长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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