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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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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采用的是非多孔

阳离子交换柱的高压液相层析法$

T0()

%是检测
T91"L

的金

标准*利用
&/<1*,

%

抗凝全血检测
T91"L

结果在
%

#

A[

条件下可保持
-$J

稳定的实验结论#本组建议临床标本少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选择收集临床标本#规定时间集中检测#

实现节约成本'保养仪器的管理目的&也可选择收集标本外送

检测#实现院内抽血'院外协同检验*

现代医学检验对样本的保存时间及复检流程有着明确要

求#若临床医师或者患者对检验报告有疑问#检验师按照复查

标本处理流程#会在标本的保存期内#核查编号#予以复查*全

血糖化血红蛋白的稳定性研究更能为此项服务提供依据*此

外#仪器故障或者试剂不足时#需要把样本保存至问题解决#对

于减少患者的抽血次数具有实际意义*对于进行
/+

流行病

学调查的机构在样本的储存'运输过程中要注意
T91"L

检测

的稳定性#才能保证统计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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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比较化学发光分析"

)(R1

#法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V0V

#法在术前梅毒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分别用
)(R1

法和
V0V

法检测
"A!=

例术前患者的血清标本!并比较梅毒检测结果%结果
"

)(R1

法检出
-B

例阳性!阳性率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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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V

法检出
=$

例阳性!阳性率为
">-$@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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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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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法仪器操作

较规范!易批量操作!漏检率低!是较为理想的手术前梅毒筛查方法%

关键词"梅毒&

"

化学发光法&

"

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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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梅毒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呈高发状态(

"

)

*为严防

梅毒螺旋体通过外科手术等途径进行医源性传播#绝大多数医

院都已对手术前患者的血液进行常规梅毒抗体筛查*为选择

一种操作简便#漏检率低的术前梅毒筛查方法#本组同时应用

传统的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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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的血清进行检测比

较#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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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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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

月手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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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

中男
B!A

例#年龄
E

#

B%

岁#女
AB#

例#年龄
E

#

AB

岁*手术前

用促凝真空管采集静脉血#分离血清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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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V0V

试剂$上海科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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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型梅毒旋转振荡器&化学发光法梅毒

抗体诊断试剂$威海威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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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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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c*B-%$

型洗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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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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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VV

法和
)(R1

法同时检测每例标本#所有操

作严格按说明书要求进行*

?>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用
&̀L4::%$$=

进行统计分析#

V0V

法和
)(R1

法的检测结果用阳性率表示#进行四格表配

对资料的
%

% 检验#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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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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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两种方法检测
"A!=

例血清筛查梅毒结果#

)(R1

法阳性

率为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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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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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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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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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筛查梅毒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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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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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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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V

法是目前临床实验室最常用的梅毒筛查'疗效观察

及愈后判断的方法(

=*E

)

*分析其结果时须结合病史'临床表现

及其他试验结果综合判断#观察结果时又须用肉眼判断#存在

一定的主观性#检测时需手工将样本做系列稀释#不适用于大

批量标本的术前筛查*

)(R1

法为国内近年来新开发的梅毒

特异性抗体检查方法#

)(R1

法采用仪器进行检测分析#结果

客观准确#数据保存方便#同时也有利于对实验室进行质量控

制等规范操作(

#

)

*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与梅毒的确诊试验000

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

<001

%相当#可作为
<0*

01

的替代试验#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A

)

*

临床实验室在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查时#通常选用检测非特

异性反应素的方法$如
V0V

'

<Vi.<

法等%作为筛查和疗效观

察试验#检测特异性抗体的方法$

<001

法'

&(R.1

法'

)(R1

法等%作为确诊试验#并将两种试验的检测结果相结合来进行

临床梅毒的诊断(

B*"$

)

*如果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则

可排除梅毒或为感染初期&如前一种方法的结果为阳性#后一

种方法的结果为阴性#则为假阳性反应或感染初期&如前一种

方法的结果为阴性#后一种方法的结果为阳性#则为梅毒治疗

期或梅毒晚期&如果两种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则确诊为梅

毒(

""

)

*本组结果显示对手术前标本进行梅毒筛查时#

)(R1

法

的阳性率显著高于
V0V

法#且本研究中没有出现
V0V

法阳

性'

)(R1

法阴性的病例#说明
)(R1

法既适合用作梅毒的确诊

试验#也适用于大批量手术前标本的梅毒筛查*

综上所述#

)(R1

法作为新开发的梅毒确证方法#仪器操

作简单#结果客观#阳性标本漏检率低#数据易保存#非常适合

大批量标本的检查#是较为理想的手术前梅毒筛查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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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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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种以葡萄糖消耗为定量依据的肠道菌群总数分析方法%方法
"

观察肠道菌群在生长$繁殖过程中的葡

萄糖消耗规律!确定能够反映细菌生长状况的葡萄糖测定时间%通过测定已知大肠杆菌含量样本在规定培养时间内的葡萄糖剩

余量!建立细菌含量和葡萄糖消耗量的关系%结果
"

肠道菌群
=![

培养
#G

!培养基葡萄糖含量变化明显!能较好地反映细菌生

长情况%样本细菌含量与葡萄糖消耗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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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可以通过葡萄糖消耗量!计算样本细菌含

量%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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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结果准确!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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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维持肠道的正常结构

和生理功能'拮抗病原微生物#在定植与感染'刺激或调控人体

的免疫功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现代饮食结构的改变和

各种抗生素的使用#使肠道菌群的数量或各分组属群数量发生

改变而产生肠道菌群失调#并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

"*%

)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总数'各属群比例还和机体的能量

摄取'免疫功能相关(

=*E

)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能了解各种生

理'病理状态下肠道菌群总数变化或能比较多少的临床实用检

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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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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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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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健康体检者$排除腹泻'便秘'近期抗生

素使用'活菌制剂使用及心血管'代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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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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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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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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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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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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