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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涂阴肺结核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有明显的优势!可以作为涂阴肺结核病早期

诊断的一种辅助检查手段!具快速准确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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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结核病仍然是全世界的首要传染

病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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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有
1((

万人患结核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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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而由

其他传染疾病引起的死亡总人数还不到其一半'控制结核病

的关键是尽早发现(隔离和治疗活动性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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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种能

有效提高结核病的检出率的方法尤为重要'近十余年来对结

核病的实验诊断工具研究不断加大投入#使新的诊断技术不断

出现'结核杆菌为胞内致病菌#免疫类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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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介导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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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因子#从而杀死病灶中的结核杆菌'与此同时#机体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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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介导的迟发型超敏反应#当发生再次感染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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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均符合,临床诊疗指南结核病分册-$

%((%

年&所制定的涂

阴肺结核病临床诊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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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不振及神疲乏力等临床表现#痰涂片抗酸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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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均为阴

性#经系统抗结核治疗有效'非结核呼吸系统疾病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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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包括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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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气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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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相关检查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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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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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被检者外周静脉血#依据试

剂盒的说明进行操作#提取单个核细胞#加入结核特异性抗原

刺激#经培养显色后显微镜下计数斑点数$即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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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的有效控制有赖于对活动性结核病例的快速检测

和治疗#但诊断常常是困难和延迟的'目前我国的结核病控制

策略仍然采取痰涂片作为主要的诊断方法#尽管涂片阳性肺结

核可以在数小时内快速诊断#但肺外结核和涂阴肺结核却费

时#且不易通过细菌学确诊#因此寻找一种更适合的检验方法

尤为重要'培养是国内外公认的金标准#相比涂片虽然可以小

幅提高阳性检出率#但由于结核分枝杆菌缓慢的生长特性#即

使采用最先进的液体快速培养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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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才能获得阳性结

果#显然不符合临床快速诊断的需求%本文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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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辅助方法均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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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获得检查结果#且在临床上广泛应

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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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技术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近年来使用日

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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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即可获得结果#而且特异性和敏感性可以与培

养法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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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用胶体金方法快速检测患者血清中

存在的特异性结核抗体#由于操作简便而广泛使用'

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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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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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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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该作者研究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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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菌阴肺结核中的诊断价值#菌阴肺结核的研究范围稍小

于本研究的范围#即涂片阴性减去涂阴培阳的部分#但要确定

菌阴必须培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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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因而本文对涂阴患者的诊断研究则

更具时效性'对于涂片阴性肺结核的试验诊断#结核病的病原

学诊断$包括涂片(培养(分子生物学检测&虽然具有确诊意义#

但存在阳性检出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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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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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病原学诊断检

出阴性部分#只能依赖免疫学诊断或根据临床排除性诊断或进

行诊断性治疗#在当前尚无更好的诊断工具问世之前#

"8

Z#["&"N

有明显的优势#本研究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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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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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表明在临床上对疑似肺结核而又涂片阴性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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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具快速准确的诊断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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