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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染时血液浓度急剧升高)众多研究表明#

$-/

轻度增高

与动脉粥样硬化*脑卒中和周围血管病相关#是独立的危险因

素'

)

(

&可预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

%*稳定性和不稳定性

心绞痛及支架置入患者未来事件的危险性'

"1+

(

)因此#

$-/

的

快速检测$急诊%对炎症和心血管病变的诊断与处理具有重要

作用'

>14

(

)为了适应临床急诊检测的需求#现对
Q

GG

&C

B

@EF

血

浆*

Q

GG

&C

B

@EF

全 血*

aK<̂C&6F

血 浆*

aK<̂C&6F

全 血 和
5,1

,.]0

血浆
4

种
$-/

检测方法进行比较#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来该院就诊的门诊患者中#

随机选择
7*

例#其中男
>7

例#女
>)

例#抽取静脉血
+%N

#加

入
0T?.1[

"

抗凝管混匀)

A8B

"

仪器与试剂
"

$

)

%

aK<̂-&6F

分析仪和
$-/

试剂盒购自

SC<@=$@

G

@C62<@=SC<@=T<6

B

=@32<'6

#检测标本为
0T?.1[

"

抗

凝全血或血浆#检测范围
)

#

)!*%

B

"

N

&$

"

%

Q

GG

&C

B

@EFQ"

分

析仪和
$-/

检测试剂盒购自奥普生物科技公司#检测标本为

0T?.1[

"

抗凝全血或血浆#检测范围
4

#

)!*%

B

"

N

&$

+

%

5,1

,.]0

免疫分析系统和
$-/

检测试剂盒购自
R&'̂%6=$@KE1

2&C

公司#检测标本为血浆#检测范围
)

#

4**%

B

"

N

)

A8C

"

检测方法
"

$

)

%

a<K̂-&6F

分析仪!在比浊管中加
)%N

缓

冲液#再加
"*

$

N

全血$

)"

$

N

血浆%#轻轻混匀#把比浊管插入

检测孔测定空白#约
>*3

#然后在比浊管中加入反应试剂#混匀

!3

#插入检测孔测定#

"%<=

内
$-/

的浓度将显示在屏幕上#

整个检测过程约
+%<=

&$

"

%

Q

GG

&C

B

@EFQ"

分析仪!于反应板孔

中滴加
"

滴
$-/

封闭液#待完全渗入&吸取
)*

$

N

血浆加入

$-/

稀释管#充分混匀&取反应管加入
)**

$

N

稀释样品#再加

入
)**

$

N$-/

金标液#充分混匀#立刻将混匀物全部加入到

封闭后的
$-/

反应板孔中#完全渗入后#加入
>

滴
$-/

洗涤

液#待洗涤液完全渗入后#于
4%<=

内读取
$-/

值#整个检测

过程约
+%<=

&$

+

%

5,,]0

免疫分析系统!离心取血浆#加入

标本架#仪器自动分析#检测过程约
"*%<=

)

7*

份标本分别用

Q

GG

&C

B

@EFQ"

*

aK<̂C&6F

和
5,,.]0

检测全血或血浆)

A8D

"

统计学处理
"

资料均采用
#.#!8)"

软件包分析#检验

方法为配对
2

检验或相关与回归分析#

C

#

*8*4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结
""

果

B8A

"

4

种方法对
$-/

检测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

Q

GG

&C

B

@EF

血

浆*

Q

GG

&C

B

@EF

全 血*

aK<̂C&6F

血 浆*

aK<̂C&6F

全 血 和
5,1

,.]0

血浆
4

种方法对
$-/

检测结果经多变量两两相关分

析#每两种方法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C

#

*8*4

%)见表
)

)

表
)

""

4

种方法对
$-/

检测结果的两两相关性分析

项目
Q

GG

&C

B

@EF

血浆
Q

GG

&C

B

@EF

全血
aK<̂C&6F

血浆
aK<̂C&6F

全血
5,,.]0

血浆

Q

GG

&C

B

@EF

血浆
1

值
)8***** *89!"!7 *87+*") *87>9)) *87+**"

C

值
*8* *8***) *8***) *8***) *8***)

Q

GG

&C

B

@EF

全血
1

值
*89!"!7 )8***** *87+)*! *87+44" *87+449

C

值
*8***) *8* *8***) *8***) *8***)

aK<̂C&6F

血浆
1

值
*87+*") *87+)*! )8***** *87("7! *87(!4(

C

值
*8***) *8***) *8* *8***) *8***)

aK<̂C&6F

全血
1

值
*87>9)) *87+44" *87("7! )8***** *87(4+)

C

值
*8***) *8***) *8***) *8* *8***)

5,,.]0

血浆
1

值
*87+**" *87+449 *87(!4( *87(4+) )8*****

C

值
*8***) *8***) *8***) *8***) *8*

+

7>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2ZN6D,&F

!

.

G

C<E"*)"

!

M@E8++

!

U@8(



表
"

""

Q

GG

&C

B

@EF

&

aK<̂C&6F

与
5,,.]0$-/

检测结果比较

分组
$-/

检测方法 均值$

%

B

"

N

% 标准差$

%

B

"

N

%

2

值
C

值

) Q

GG

&C

B

@EF

血浆
>+8444444! 4+8+(47>"( Y48"(+47(* *8***)

5,,.]0

血浆
+)8!(!!!!( >)8)!+4*9" Y Y

" Q

GG

&C

B

@EF

全血
+*8>!!!!!( +78>"+7797 *8(99)49* *8>+"(

5,,.]0

血浆
+)8!(!!!!( >)8)!+4*9" Y Y

+ aK<̂C&6F

血浆
+"84!>>>>> >!8("79!(4 Y*8(!4+)(* *8>>!)

5,,.]0

血浆
+)8!(!!!!( >)8)!+4*9" Y Y

> aK<̂C&6F

全血
+"8*++++++ >"8(497)+7 Y*8+4((4+! *8(")>

5,,.]0

血浆
+)8!(!!!!( >)8)!+4*9" Y Y

""

Y

!无数据)

表
+

""

Q

GG

&C

B

@EF

&

aK<̂C&6F

血浆与全血
$-/

检测结果比较

$-/

检测方法 例数$

#

% 均值$

%

B

"

N

% 标准差$

%

B

"

N

%

2

值
C

值

Q

GG

&C

B

@EF

血浆
7* >+8444444! 4+8+(47>"( >8>!(4)>! *8***)

""""

全血
7* +*8>!!!!!( +78>"+7797 Y Y

aK<̂C&6F

血浆
7* +"84!>>>>> >!8("79!(4 *8>4"(7)" *8!4)9

""""

全血
7* +"8*++++++ >"8(497)+7 Y Y

""

Y

!无数据)

B8B

"

Q

GG

&C

B

@EF

*

aK<̂C&6F

与
5,,.]0$-/

检测结果的差异

"

以
5,,]0

血浆
$-/

检测结果为金标准#经配对
2

检验#

Q

GG

&C

B

@EF

血浆与
5,,.]0

血浆的
$-/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d48"(+!

#

C

#

*8*4

%#

Q

GG

&C

B

@EF

全血*

aK<̂C&6F

血

浆*

aK<̂C&6F

全血与
5,,.]0

血浆的
$-/

检测结果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见表
"

)

B8C

"

Q

GG

&C

B

@EF

血浆与全血
$-/

检测结果的关系
"

经配对
2

检验
Q

GG

&C

B

@EF

血浆与全血的
$-/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d>8>!(4

#

C

#

*8*4

%)经回归分析全血$

M

%与血浆$

/

%

$-/

的换算关系为!

Md*J!>/c"J()

$

2d)!8**"

#

C

#

*8*4

%)

B8D

"

aK<̂C&6F

血浆与全血
$-/

检测结果的关系
"

经配对
2

检验
aK<̂C&6F

血浆与全血
$-/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2d*8>4"9

#

C

$

*8*4

%)经回归分析全血$

M

%与血浆$

/

%

$-/

的换算关系为!

Md*J97/c+J*>

$

2d+784)!

#

C

#

*8*4

%)见表

+

)

C

"

讨
""

论

$-/

是由
4

个相同的亚基组成的环状聚合体#相对分子

质量约为$

))4

#

)>*

%

V)*

+

#半寿期
)4

#

)7H

'

!

(

)在健康者血

清中含量甚微$

*8*!9

#

98"%

B

"

N

%#在炎性疾病*组织损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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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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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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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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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肺炎链球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不同方法检测结果的比较

赵国静!高春燕!刘树平

"河北省唐山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肺炎链球菌药敏试验的梅里埃比色法"

.?R

#与美国
RT

公司
/H@&=<P

?,

)**

全自动鉴定药敏分析仪两种

方法的对比$方法
"

对选择的
++

株肺炎链球菌分别用以上两种方法做青霉素等
)+

种药物的敏感性测定$结果
"

两种方法检测

药敏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4

#$结论
"

/H@&=<P

?,

)**

全自动鉴定药敏分析仪结果快速可靠!非常适合在临床上对肺炎

链球菌的药敏监测$

关键词"肺炎链球菌&

"

耐药性&

"

比色法&

"

自动药敏分析仪

!"#

!

)*8+7!7

"

;

8<33=8)!(+1>)+*8"*)"8*(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

"

"*)"

#

*(1*94)1*"

""

我国
)77!

#

"***

年全国
4

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结果表

明#死因第
)

位是肺炎#其中最重要的病原菌是肺炎链球菌'

)

(

)

长期以来#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高度敏感#为治疗其感染的首

选药物#随着临床上抗生素的大量使用#肺炎链球菌出现了对

青霉素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而且出现了对其他抗菌药物

的多重耐药)因此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测定对于临床治疗和减

少抗生素滥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临床实验室多采用纸片扩散法$

[<CD

I

1R<6K&C

#

[1R

%

检测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性)一些自动化微生物鉴定药敏仪器

相继出现#美国
RT

公司
/H@&=<P

?,

)**

全自动鉴定药敏分析

仪在肺炎链球菌方面的应用经过了大量的深入研究'

"1+

(

)现就

梅里埃
.?R

药敏板条做最小抑菌浓度$

,5$

%#试验与
RT

公

司
/H@&=<P

?,

)**

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比对)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

年
4

#

9

月分离自该院患儿的肺炎链球

菌感染菌株
++

株)质控菌株!肺炎链球菌
.?$$>7!)7

#购于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A8B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
RT

公司
/H@&=<P

?,

)**

鉴定药敏分析

仪#梅里埃链球菌和肺炎链球菌药敏试剂盒$比色法%#血平板

$郑州安图提供%#

/H@&=<P

?,

)**

鉴定肉汤管#药敏稀释管#指

示剂#鉴定药敏板条#

$C

I

326E#

G

&'

比浊仪)

A8C

"

方法
"

梅里埃链球菌和肺炎链球菌药敏试剂盒$

.?R

%比

色法!将肺炎链球菌制成浊度为
*84

麦氏单位的细菌悬浮液#

用加样器转移
"**

$

N

菌悬液到
.?R#

培养基中)在每个测

试杯 中 加 入
)+4

$

N .?R #

培 养 基)盖 上 孵 育 盖#在

$

+!_"

%

X

有氧条件下孵育
)9

#

">H

)

RT/H@&=<P

?,

)**

测定

,5$

!用无菌棉拭子挑取培养基上的菌落于
/H@&=<P5T

肉汤管

中#制成
*84

#

*8!

麦氏单位的菌悬液#在
!*%<=

内用加样器

转移
"4

$

N

肉汤于
/H@&=<P.#?1#

肉汤管中#向
.#?

管加入
)

滴指示剂)向
/H@&=<P

系统输入板条信息#然后放入板条#仪

器自动判读结果)结果判断标准根据
$N#5"*)*

提供的折点

判断)质控菌株药敏结果必须符合质控范围)

B

"

结
""

果

两种方法检测药敏结果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C

$

*8*4

%#见表
)

)

表
)

""

梅里埃比色法#

.?R

%与
/H@&=<P

?,

)**

药敏试验结果比较

抗菌药物
.?R

敏感$

:

% 中介$

:

% 耐药$

:

%

/H@&=<P

?,

)**

敏感$

:

% 中介$

:

% 耐药$

:

%

青霉素
)48) 4)8! ++8+ 78) 4>84 +!8>

阿莫西林
4>84 !8) +78> 4>84 * >484

头孢噻肟
4(84 )48+ "(8" 4>84 )98+ "(8"

四环素
)98" * 9)89 )98" * 9)89

氯霉素
7*87 * 78) 7*87 * 78)

复方新诺明
"(8" * ("89 "(8" * ("89

红霉素
* * )**8* * * )**8*

克林霉素
* * )**8* * * )**8*

左氧氟沙星
)**8* * * )**8* * *

万古霉素
)**8* * * )**8* * *

喹奴普汀"达福普汀
)**8* * * )**8* * *

C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梅里埃比色法$

.?R

%与
/H@&=<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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