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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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V0V

法与
)(R1

法筛查梅毒结果比较

V0V

法
)(R1

法

阳性$

(

% 阴性$

(

%

合计$

(

%

阳性$

(

%

=$ $ =$

阴性$

(

%

=B "A$E "AE=

合计$

(

%

-B "A$E "A!=

A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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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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消耗定量分析法在粪便肠道菌群总数检测中的应用

王书华!葛才保

"江苏省溧水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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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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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A%>E!##h%>"EB%

!

6

%

e$>B=%#

!可以通过葡萄糖消耗量!计算样本细菌含

量%结论
"

该方法结果准确!操作简便%

关键词"肠道菌群&

"

大肠杆菌&

"

葡萄糖消耗

!"#

!

"$>=B-B

"

C

>D558>"-!=*E"=$>%$"%>$A>$=!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E"=$

"

%$"%

#

$A*$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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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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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EA

岁*

?>@

"

仪器与试剂
"

TR<1R)TR!-$$

生化分析仪#配套
)&S*

<VZSR)

葡萄糖试剂$批号!

2U$%"$"(--(

%用于葡萄糖测定*

生物梅里埃
1<Y<+ +4JDNH

$批号!

A--B-$-$"

%培养基#

=![

培养*经该院微生物室鉴定的标准大肠埃希菌菌株*

+

B-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A

期
"

R86\(F9+4J

!

1

I

7D:%$"%

!

';:>==

!

S;>A



?>A

"

方法
"

挑选匀质成形大便
"

P

于
">$H(

培养基中#充分

混匀#

=![

培养
#G

后#

E$$$7

"

HD8

离心沉淀#测定上清液葡

萄糖浓度*葡萄糖消耗量
e

培养基原有葡萄糖量
a

培养后葡

萄糖剩余量*

?>B

"

统计学处理
"

&̀L4:%$$=

制作图表#样本中细菌含量与

培养基中葡萄糖消耗量经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

@

"

结
""

果

@>?

"

肠道菌群生长过程中葡萄糖变化
"

健康成人
#

例#各挑

选匀质成形大便
"

P

于
">$H(

培养基中#充分混匀*再将此

#

例培养基混合均匀#

=![

培养#在不同时间取出部分培养基#

离心沉淀#测定上清液葡萄糖浓度*细菌培养过程中#随细菌

生长'繁殖#葡萄糖不断被消耗*培养
%

#

!G

之间#细菌进入

对数生长期#葡萄糖快速下降#

#G

测定葡萄糖能充分了解细

菌生长情况*

@>@

"

不同大肠杆菌含量样本与培养基葡萄糖消耗量的相关性

"

取标准大肠埃希杆菌菌株#普通培养基培养
%EG

#生理盐水

调制大肠菌菌液#经传统稀释培养法调制为
"?"$

"$

"

H(

大肠

杆菌菌液*接种
$>"H(

浓菌液于
$>BH(

培养基中#混匀#编

"

号培养管*

"

号培养管中取
$>"H(

菌液接种于
$>BH(

培

养液中#编
%

号管#以此类推#分别制成含大肠杆菌$

"

#

"$$$$$

%

?"$

#

"

H(

浓度的标准菌液管*

=![

培养#

#G

后测

定上清液葡萄糖浓度#测定未使用培养基的葡萄糖浓度#并计

算葡萄糖消耗量*样本中细菌含量与培养基中葡萄糖消耗量

呈正相关#回归方程!

EeA%>E!##h%>"EB%

#

6

%

e$>B=%#

*样

本细菌含量高#葡萄糖消耗量也高*

@>A

"

健康人群分析
"

经
#G

培养后#培养基葡萄糖剩余量在

E>$

#

->$

!

H;:

"

(

之间#葡萄糖消耗量在
A>$

#

"$>$

!

H;:

"

(

之间#肠道菌群含量为$

"$$$

#

A#$$

%

?"$

-

"

P

大便*

A

"

讨
""

论

本组直接使用健康人群混合大便#充分反映了肠道菌群的

自然组成*通过对培养过程中的葡萄糖监测#观察到随着肠道

菌群在培养基中的生长'繁殖#葡萄糖被不断消耗#

%G

后细菌

进入对数生长期#葡萄糖被快速消耗#剩余葡萄糖直线下降#在

#G

测定葡萄糖能较好地反映细菌生长过程中葡萄糖的消耗

量*通过测定不同大肠杆菌浓度在
=![

培养
#G

后的葡萄糖

剩余量#并计算出培养基中的葡萄糖消耗量#经回归分析#

6

%

e

$>B=%#

#相关性较好#样本细菌含量与葡萄糖消耗量密切相

关*选用大肠杆菌作为标准菌种#基本代表了肠道菌群的主要

菌种#避免因生长'繁殖速度不同而造成的实验误差#并可以根

据回归公式准确计算出测定样本的细菌含量*

新近发展的代谢酶分析法'

7VS1

序列分析法'

7FL1

基因

序列分析法'表型指纹图谱分析法'基因指纹图谱分析法'脉冲

凝胶电泳法'变性梯度凝胶电泳分析法#因实验条件复杂'技术

要求高'分析成本高'分析周期长'死亡菌体进入分析范围等#

不利于临床实际应用(

#

)

*陈章捷等(

-

)采用高效离子交换色谱

分离分析方法建立了动物肠道菌群的分析#但也不利于大批量

样本检测*余道君等(

!

)建立的悬浮芯片快速检测系统能否用

于肠道菌群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也要经过
"AG

培养*本

组建立的以培养基中的葡萄糖消耗量比较样本细菌的多少具

有简单'方便和结果可靠的优点#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本组所用培养基为普通培养基#经实际测定#葡萄糖含量

为
"E>$

!

H;:

"

(

#能适应大肠杆菌等肠道菌群生长*刘俭等(

A

)

研究表明#此葡萄糖浓度能适应大肠杆菌等大部分肠道菌群生

长*经
#G

培养后#葡萄糖浓度在
%

#

"$

!

H;:

"

(

左右#也在常

规葡萄糖测定线性范围内#本组方法可靠#结果准确*由于肠

道菌群是个复杂群体#还包括许多厌氧性细菌#只要改变培养

条件即可比较厌氧菌的多少#也可以选用其他选择性培养基作

特定菌群的比较分析#所以本组只是探讨了一个可选择的活菌

计数方法*对肠壁定植菌群和一些不能在此培养基生长的细

菌#依然不能有效判断其多少*本组测得健康人群肠道菌群含

量为$

"$$$

#

A#$$

%

?"$

-

"

P

大便#只是大肠杆菌等非厌氧类

细菌的活菌总数*

近年来肠道菌群和人体疾病相关性研究得到重视#基因组

学研究表明#肠道菌群有
=$$

多万个基因#在人体疾病发生和

正常机能发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B

)

*赵立平和张晨虹(

"$

)提出

了肠源性疾病概念#

_48

P

等(

""

)报道肠道菌群改变促进心血管

疾病的发生*葛才保等(

"%

)通过细胞外
1<0

研究#发现肠道菌

群可能通过释放
1<0

而影响肌体机能发挥和促进
%

型糖尿病

的发生*肠道菌群的定量分析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中#竞争性

0)V

技术和荧光定量分析技术也可以用于肠道菌群的定量分

析(

"=

)

*本组建立的以葡萄糖消耗量定量分析肠道菌群总数方

法#有益于肠道菌群的比较研究#也为肠道菌群和机体疾病研

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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