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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近年西安地区抗酸杆菌携带者的发病趋势%方法
#

直接厚涂片萋
#

尼氏抗酸染色法染色显微镜检查!并

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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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性和
8,

岁以上的老年人抗酸杆菌阳性检出率逐年升高'抗酸杆菌在干酪样痰中

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性状的痰标本"

!

%

,=,5

#%结论
#

女性和老年人应注意防治!避免感染'在标本送检时!应注意留置痰液

标本的标准和要求%

关键词"痰'

#

抗酸杆菌'

#

女性'

#

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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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标本的检测是发现结核杆菌传染源的最主要途径和手

段#是确定结核病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和方法#也是考

核疗效'评价防治效果的可靠标准)

+

*

(在现代结核病控制工作

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据世界卫生组织$

c9W

%统计#大约

+

"

-

的世界人口感染结核菌#而且据统计#个别地区的抗酸杆

菌携带者在逐渐上升)

.

*

(笔者对西安地区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不同时间收集的痰液标本进行检测#并对结果进

行了分析和讨论#现报道如下(

F

#

资料与方法

F=F

#

调查对象
#

+,Y>8

例痰液标本来源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呼吸科就诊患者#其中门诊患者痰液标本

.5,$

例#住院患者痰液标本
Y->.

例#男性患者痰液标本
6+Y5

例#女性患者痰液标本
-6++

例(

F=G

#

仪器与试剂
#

WL

M

(

P

K21U.+

光学显微镜'玻片(结核

菌染色液购自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F=H

#

方法

F=H=F

#

染色
#

采用直接厚涂片萋
#

尼氏抗酸染色法)

-

*

!涂片自

然干燥后#火焰固定&滴加苯酚复红溶液盖满玻片#染色
5(@A

&

流水冲洗#冲去染色液后滴加酸性酒精溶液脱色
+

%

.(@A

#如

有必要#需流水冲去酸性酒精溶液后#再次脱色至痰膜无可视

红色为止&流水冲洗#冲去酸性酒精溶液后滴加亚甲基蓝溶液#

染色
-,

%

8,2

&流水冲洗#冲去亚甲基蓝溶液#待玻片干燥后用

+,,

倍油镜观察#镜检
-,,

个视野$

+,(@A

内完成%(

F=H=G

#

报告结果
#

痰检结果记录'报告采用结核病细菌学检

验规程的有关标准报告)

$

*

(

F=I

#

统计学处理
#

实验数据处理采用
0<00+-=,

软件系统#

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G

#

结
##

果

G=F

#

痰液标本抗酸染色检测结果
#

+,Y>8

例标本中阳性
-8,

例#阳性检出率为
-=-,V

&男性标本数
6+Y5

例#女性标本数

-6++

例#男性
.+5

例阳性#女性
+$5

例阳性#男性阳性率为

.=>>V

#女性阳性率为
-=>+V

(

G=G

#

不同性别间抗酸染色阳性率比较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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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同性别抗酸染色阳性率比较

年份

男性

标本总数

$

'

%

阳性标本

例数$

'

%

阳性率

$

V

%

女性

标本总数

$

'

%

阳性标本

例数$

'

%

阳性率

$

V

%

.,,>

年
+->+ -$ .=$$ Y6. .$ .=65

.,+,

年
.Y88 >> -=$5 +8.8 8. -=Y+

.,++

年
.>.Y Y. .=Y, +.+- 5> $=Y8

G=H

#

不同年龄患者抗酸染色阳性率的比较
#

见表
.

(

表
.

##

.,,>

%

.,++

年不同年龄段抗酸染色阳性率比较$

V

%

年份
%

+Y

岁
+Y

%

$,

岁
$

$,

%

8,

岁
$

8,

岁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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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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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

不同性状标本间抗酸染色阳性率的比较
#

见表
-

(

表
-

##

.,,>

%

.,++

年不同性状痰液标本抗酸

###

染色阳性率比较

项目 标本例数$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V

%

干酪样痰
>68 .8. .8=Y$

!

血性痰
+.-8 $ ,=-.

黏痰
.,+8 88 -=.6

稀薄黏液痰$泡沫样痰%

+Y,8 .8 +=$$

水样痰$口水%

$Y8. . ,=,$

合计
+,Y>8 -8, -=-,

##

!

!

!

%

,=,5

#与其他性状痰液标本比较(

H

#

讨
##

论

结核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

健康#而结核杆菌是其最重要的病原菌#也是最危险的致病元

凶(建国以后#随着中国医疗预防和治疗条件的改善#结核病

的发病率曾逐年降低(但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

人口密度的增大#结核病的发病率又有所抬头#而且个别地区

呈上升趋势#故笔者对西安地区的痰液标本进行了检测和结果

分析(

痰涂片抗酸染色检测抗酸杆菌是
c9W

和国际防痨及肺

部疾病联合会针对低收入且结核病疫情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所

制定的技术指南(痰直接涂片萋
#

尼氏抗酸染色法#是目前痰

抗酸杆菌检测中最经济'快捷'有效的方法)

5

*

(

c9W

在全球

结核病规划$

b%7

%中明确提出#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

3W%0

%

的五个组成部分中#痰涂片镜检发现结核菌是首要的)

8

*

(

笔者就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的
+,Y>8

份痰液

标本的抗酸染色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

.,++

年女性的抗酸杆菌阳性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而从表
.

中又可以看出#在
8,

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抗酸杆菌的

阳性率呈递增趋势#这可能与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老年性呼吸

道疾病增加和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

6#Y

*

#绝经后女性的免疫力

下降尤为突出(由表
-

可见#五种不同性状的痰液标本中#只

有干酪样痰'血性痰和黏痰是合格的标本)

>

*

#因为结核杆菌主

要存在于患者的肺部病灶组织#患者通常是以咳痰的方式将它

们排出体外#所以合格的痰液标本应该是来自于肺深部的(在

五种不同性状痰液标本中#干酪样痰的阳性率最高#达到

.8=Y$V

#而血性痰却只有
,=-.V

#这是因为血液中的红细胞

可以在染色过程中使
P

9

值发生改变#从而使结核杆菌不能较

好地着色#从而造成漏诊&再者就是大量的红细胞干扰了检测

者的视线#使视野模糊而遗漏(所以在涂血性痰液标本的时候

应尽量避开红细胞(可见#痰液标本的性状直接影响抗酸杆菌

的检出率#检验工作者应指导临床和患者及时取得合格的痰液

标本#以便提高抗酸杆菌的检出率#为患者的及时诊治提供依

据#也为发现和控制传染源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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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老年人免疫功能下降#合并多种慢性疾病#抗菌

药物使用频繁#介入检查和治疗性操作较多#使老年人尿路感

染病原菌及其耐药性不断变化#所以应加强监测#以指导临床

合理使用抗生素(

参考文献

)

+

* 王玉兰
=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检验)

/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何雁#高婷#王岚
=

尿路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药敏试验结果)

]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8=

)

-

* 童照成#李晓峰#宋群#等
=

常见革兰阳性球菌分布特征及药敏分

析)

]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

)

$

* 王怡芳#龚晓红#朱云霞
=

女性尿路感染者病原学监测)

]

*

=

中华医

院感染学杂#

.,,5

#

+5

$

.

%!

..-#..5=

)

5

* 李娅#张文#孙景勇#等
=

尿路感染中段尿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

)

]

*

=

中华肾脏病杂志#

.,+,

#

.8

$

5

%!

-.5#-.>=

)

8

* 张波#府伟灵#张晓兵#等
=

尿路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

)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8

#

+8

$

++

%!

+.>+#+.>-=

)

6

* 闵小春#甄燕#罗少锋#等
=

儿童大肠埃希菌泌尿系统感染的耐药

监测)

]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8,+#-8,-=

)

Y

* 王睿
=

细菌耐药机制与临床治疗对策)

]

*

=

药物与临床#

.,,.

#

+6

$

8

%!

+#6=

$收稿日期!

.,+.#,+#,$

%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8

月第
--

卷第
+.

期
#

!AF]"N:/CJ

!

]KAC.,+.

!

B̂L=--

!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