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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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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广谱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和抗肿瘤药物的

广泛应用#临床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

(WZ(

%的发病率死亡率逐

渐增高#在医院感染中占重要地位'

$:1

(

)对
(WZ(

的早期*准确

的诊断是治疗成败的关键#传统的真菌培养需要时问较长#涂

片查真菌敏感性差#一种新的诊断
(WZ(

的方法应运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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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葡聚糖广泛存在于真菌细胞壁#细菌*病毒*人体

细胞及其他病原菌无此成分#故$

$

#

+

%

:

&

葡聚糖作为真菌抗原

有较高的特异性)

2-

试验$

-

试验%对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与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

(

)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检索统计
1#$#

年
!

月
$

日至
1#$$

年
9

月
'

日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信息管理系统所有,真菌
-

实

验快速检验-标本共计
"!9

例住院患者)其中男
+91

例#女

$4"

例)

A3B

"

纳入标准和分组
"

纳入标准!$

$

%检测项目中同时包含痰

涂片查真菌或痰培养&$

1

%标本无严重溶血和脂血#使用
2e

公

司专用无热源真菌
-

实验管)排除标准!$

$

%检测项目中无痰

涂片查真菌或痰培养作为对照的&$

1

%检测项目中痰涂片查真

菌或痰培养与真菌
-

实验非同时做的)纳入统计病例为
"!9

例#排除病例为
11$

例)按照痰涂片查真菌或痰培养检查结果

分组!,

$

-组为痰涂片查真菌或痰培养阳性
$""

例#,

#

-组为痰

涂片查真菌或痰培养阴性
'$1

例)

A3C

"

检测项目价值评估
"

将纳入统计的
"!9

例病例的真菌
-

实验结果和痰涂片查真菌或痰培养结果数据复制在
RWRR$+3#

统计表中#做
*Q)

曲线分析#输出
;X)

)

A3D

"

验前概率和验后概率
"

由于纳入的病例来源于泸州医学

院附属医院临床各科室患者#所以患病率即验前概率为

#319++

$

$""

"

"!9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其阳性预测值$可视为

验后概率%!阳性预测值$

WWU

%

a

$患病率
i

灵敏度%"患病率
i

灵敏度
[

$

$c

患病率%$

$c

特异度%

B

"

结
""

果

应用统计软件包
RWRR$$3"

进行
:

统计学描述及检验#深

部真菌感染组与非深部真菌感染组的血浆葡聚糖水平为非正

态分布#采用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取
B

%

#3#"

为具有统计学差

异)深部真菌感染组的葡聚糖水平
$%$3'+j$4'314

@M

"

?]

明显高于无深部真菌感染组的葡聚糖水平
"3%#j134%

@M

"

?]

$

B

%

#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浆葡聚糖用于诊断深部

真菌感染
*Q)

曲线下面积为
#3!!$1

$

B

%

#3#"

%#

4"b

的置信

区间为
#3!#+$

"

#39$41

#详见图
$

)

本研究根据
-Y/:".RCD

动态真菌检测试剂盒提供检测

血浆葡聚糖水平诊断深部真菌感染的最佳临界值为
1#

@M

"

?]

)而以血浆葡聚糖水平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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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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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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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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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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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计算得到的
2G

B

为
#3'#b

#小于试剂盒说明书的批内不精

密度要求#因此本研究中随机误差对试验结果无显著影响)再

次#

VW!:;1

文件要求对试验数据进行一次*二次*三次多项式

回归分析#并判断非线性系数与
#

是否有统计学差异)如果非

线性系数与
#

无统计学差异#那么一次回归多项式就是最适多

项式#试验结果在测试样本浓度范围内呈线性&如果非线性系

数与
#

有统计学差异#那么试验结果在测试样本浓度范围内呈

非线性#但这不能说明非线性已经影响到患者的结果)本研究

中#二次回归多项式非线性系数
N1

*三次回归多项式非线性系

数
N+

与
#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3#"

%#此时需比较二

次回归多项式和三次回归多项式的
1

+

(

#取
1

+

(

较小的多项式

为最适多项式)本研究计算得到二次回归多项式*三次回归多

项式的
1

+

(

分别为
#3#14+

*

#3#$%9

#因此三次回归多项式为最

适多项式)最后#

VW!:;1

文件要求计算最适多项式的
!3

#

#如

果
!3

#

均小于规定的标准#说明非线性度可以接受#可以认为

试剂盒在试验样本的浓度范围内仍然呈线性)本研究中#

!

个

试验样本的
!3

#

最大值为
$311b

#小于
);W

要求的非线性差

异指标
13"b

#因此三次回归多项式的非线性度临床可以接

受)综上所述#本科室使用的
E7:)*W

试剂盒在
#

"

1#3"?

M

"

]

范围内呈线性#与试剂盒申明的线性范围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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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值对深部真菌感染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

预测值和准确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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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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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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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其与痰涂片查真菌或痰培养一致性较好#对深部

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有意义)

图
$

""

真菌
-

实验结果和痰涂片查真菌或

痰培养结果
*Q)

曲线

C

"

讨
""

论

C3A

"

本研究能对深部真菌感染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有效避免

了真菌培养需要时间较长#涂片查真菌敏感性较差等缺点#对

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C3B

"

本研究属于回顾性试验#受每日质控水平和操作水平影

响较小#纳入标本量大#结果可靠)人体成分错综复杂且瞬时

变化#加上检测误差等等因素使得检验结果呈现出统计分布特

点#通过回顾比对将临床信息*检验信息和患者信息联系起来#

对本身具有统计分布属性的检验结果进行数据挖掘#提炼成为

有临床价值的重要信息是检验医学临床实践的关键'

9:$#

(

)

C3C

"

在进行数据挖掘过程中#数据的采集*纳入标准*排除标

准*项目取舍*预测*诊断*评估模型的适用范围显得非常重要#

否则将会导致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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