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

!

产青霉素酶淋球菌$

""']

&及高度耐四环素淋球菌

$

0&']

&流行情况调查
!

本院分离的
2.

株淋球菌中有
)5

株

为
""']

#所占比例为
*6,63

%而质粒介导的
0&']))

株#所

占比例为
)2,$3

%同时发现
)-

株
#

#

内酰胺酶阳性且四环素

!T1

(

)2

%

J

"

%W

#为
""']

"

0&']

#所占比例为
*),.3

)

表
+

!!

淋球菌抗菌药物耐药模式分析#

+

$

抗菌药物耐药性组合 耐药菌株

青霉素
g

四环素
*

青霉素
g

环丙沙星
)

青霉素
g

环丙沙星
g

四环素
+-

环丙沙星
g

四环素
)6

其他
)*

E

!

讨
!!

论

淋病在中国被列为乙类传染病#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数据显示#

*/)*

年淋病在乙类传染病中发病率居第五

位'

2

(

)而本研究结果提示#遵义地区性病患者中淋球菌感染率

高达
6,$+3

#感染人群以
*/

!#

./

岁男性为主#提示
*/

!#

./

岁男性是未来淋球菌防控的重点人群)

近年来#随着淋球菌的耐药性逐年增加#细菌耐药谱也在

发生动态的变化#故定期地检测淋球菌流行菌株对抗菌药物的

耐药性十分必要'

6

(

)在本研究中#本地区淋球菌对环丙沙星*

四环素*青霉素有较高的耐药率#略低于部分地区'

6#5

(

#这可能

与地区间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存在差异有关)而对阿奇霉素

和大观霉素耐药率分别为
+,)3

*

),.3

%未发现对头孢曲松钠

耐药的淋球菌菌株)目前的研究认为#在淋球菌治疗中#当某

一抗菌药物耐药率大于
.3

时#此药物便不能作为治疗淋球菌

感染的一线药物#当耐药率大于
)/3

时#就应该停止使用该药

物'

$

(

)因此#本研究提示在本地区已不能将环丙沙星*四环素*

青霉素作为淋球菌感染的常规治疗药物#推荐阿奇霉素*大观

霉素和头孢曲松钠作为抗淋球菌感染的首选药物)此外#本研

究还发现#淋球菌存在严重的多重耐药现象#主要以耐青霉素*

环丙沙星和四环素这样的组合为主)由于
""']

和
0&']

的

流行率是淋球菌耐药性流行病学监测中的重要指标之一'

)/

(

#

而本地区
""']

*

0&']

及
""']

"

0&']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6,63

*

)2,$3

*

*),-3

#因此#在进行耐药监测过程中仍需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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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用新鲜全血替代血常规室内质控品的研究

姚书克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河南平顶山
-26///

$

!!

摘
!

要"目的
!

尝试用新鲜全血替代配套质控物!做好室内质控工作&方法
!

筛选新鲜血标本!置于冰箱中!于次日进行测

定!比较当日和次日结果的偏差!当偏差的绝对值小于一定的值时!认为仪器的是可以接受的&同时用配套质控品做室内质控!以

便更好地观察仪器&结果
!

.

个指标中!包括低%中%高
+

个值!所有的最小偏差均为
/

!平均偏差甚至低于
)

'

*'11W

的可允许值!

也有个别偏差稍大&结论
!

可考虑用新鲜全血代替室内质控物!同样能观察仪器的重复性&

关键词"新鲜全血#

!

室内质控#

!

偏差

!"#

!

)/,+$2$

"

7

,899:,)26+#-)+/,*/).,)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26+#-)+/

"

*/).

$

)6#*...#/*

!!

血细胞计数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临床提供了更多更

可靠的指标#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室内质量控制是血细胞

计数质量保证的必要措施#优质合适的全血质控物是做好室内

质控的关键)配套质控物质量有保证#但效期短#价格比较昂

贵)考虑用一定的方法#尝试用新鲜全血标本来做室内质控#

并同时做传统质控#尝试逐渐取代传统质控品#用室间质控的

结果进行验证)

C

!

材料与方法

C,C

!

仪器与试剂
!

所用仪器为迈瑞
R1#.5//

血细胞分析仪及

配套质控品)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6

期
!

T:<VWEG!@>

!

P@

B

<@%G@C*/).

!

X;F,+2

!

';,)6



C,D

!

方法
!

每日审查血常规结果#找到
+

个标本#使之尽量满

足
.

个指标#包括
&R1

*

Ĝ

*血细胞比容$

Ĥ<

&*

ZR1

*

"F<

#均有

低*中*高
+

个值)因为根据中国卫生行业标准
ZP

"

0-/.#

*/)*

的规定!

ZR1

参考值为$

+,.

!

$,.

&

Y)/

$

"

W

%

&R1

参考值

为$

+,5

!

.,5

&

Y)/

)*

"

W

$不分男女&%

Ĥ<

参考值为
/,+.

!

/,./

$不分男女&%

Ĝ

参考值为
)).

!

)6.

J

"

W

$不分男女&%

"F<

参考

值为$

)*.

!

+./

&

Y)/

$

"

W

)若低于参考值下限则称为低值#若

高于参考值上限则称为高值#位于参考值之间则称为中值)放

置在
*

!

5O

的冰箱中)次日#把冰箱中的标本放在室温下#平

衡
)K

后#随着其他血常规标本进行测定)同时每日做血常规

低*中*高
+

个值的室内质控)

C,E

!

统计学处理
!

以当日测得的值为基准#

%

$次日值
N

当日

值&

%

"当日值
Y)//3

#计算得到偏差值)应用
P"PP)5,/

统

计学软件#建立相关数据库#并进行有关运算)

D

!

结
!!

果

D,C

!

在一个月当中#五个指标的低*中*高值的分布情况如

表
)

)

表
)

!!

各指标当日和次日结果#

'4<

$

检测指标
低值

当日 次日

中值

当日 次日

高值

当日 次日

&R1

$

Y)/

)*

"

W

&

*,$64/,26 *,$64/,2$ -,254/,.$ -,2.4/,.$ 6,/24/,55 6,/.4/,52

Ĝ

$

J

"

W

&

5$,-4*/,- 5$,)4*/,* )+$,-4)6,+ )+$,.4)2,$ */2,)4*$,$ */.,.4+/,+

Ĥ< /,*5/4/,/.5 /,*5.4/,/2) /,-).4/,/-. /,-)$4/,/-2 /,2)*4/,)// /,2)54/,/$.

ZR1

$

Y)/

$

"

W

&

*,264/,.2 *,654/,.5 2,-*4),.2 2,..4),2/ )2,6+4.,*2 )6,)*4.,*2

"F<

$

Y)/

$

"

W

&

6/,+4*.,/ 6),$4*-,$ *+.,$42+,2 *+6,)426,6 -5/,*4))),$ -5),)4))/,-

D,D

!

.

个指标中#包括低*中*高
+

个值#所有的最小偏差均为

/

)而同期的室内质控中#低中高三个值均未失控)在低值室

内质控中#

ZR1

和
"F<

分别有一次预警#和用新鲜血所做的

ZR1

低值偏差曾经达到
).3

#

"F<

低值偏差曾达到
*23

相同

步%即便如此#和
ZR1

#

).3

%

"F<

#

*.3

所允许的偏差值也是

基本符合的)与此同时#就仪器的准确度来说#所开展的血常

规省和卫生部室间质控中#各项指标也全部合格)新鲜全血当

日和次日五大指标偏差情况见表
*

)

表
*

!!

各指标偏差情况表#

3

(绝对值$

项目
&R1

最大 平均

Ĝ

最大 平均

Ĥ<

最大 平均

ZR1

最大 平均

"F<

最大 平均

低值
- ) 2 ) 2 * ). 2 *2 2

中值
+ /,$ . * . * 6 + )) -

高值
+ ) + ) + * 6 + 5 -

E

!

讨
!!

论

血细胞计数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临床提供了更多更

可靠的指标#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实际工作中#为了保

证检测系统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每个细胞分析仪使用其配套的

试剂*质控物和校准物等'

)

(

)室内质量控制是血细胞计数质量

保证的必要措施#优质合适的全血质控物是做好室内质控的关

键)配套质控物质量有保证#但效期短#价格比较昂贵)岳育

红等'

*

(

*王文娟等'

+

(

*肖秀林等'

-

(在其论著中#均探讨用新鲜全

血做仪器间的比对#均未涉及用新鲜全血做本身仪器的室内质

控)全血细胞计数$不包括分类&所用
MU0(

抗凝血可在室温

下保存
*-

小时'

.

(

#如在
*

!

5O

的冰箱中保存#应无明显变化#

考虑利用这个特点#来观察仪器当天及次日的重复性#如此连

续下去#即相当于进行室内质控)考虑用新鲜血替代配套质控

物#筛选出合适的剩余的血常规标本#放置在
*

!

5O

的冰箱

中)次日#把冰箱中的标本放在室温下#平衡
)K

后#随着其他

血常规标本进行测定#同时用传统质控品做好室内质控)室间

质量评价可接受的分析质量要求应该能够适用于室内质评的

分析质量要求#假定次日和当日的变异的绝对值小于一定数

值#就认为仪器的重复性是可以接受的)如
&R1

#

23

#

Ĝ

#

63

#

Ĥ<

#

23

#

ZR1

#

).3

#

"F<

#

*.3

'

.

(

)事实上#在一个月

的观察中#

ZR1

低值偏差曾经有一次达到
).3

#

"F<

低值偏差

也曾经有一次达到
*23

#和在同期的配套低值质控中#

ZR1

和
"F<

分别有一次预警相对应)在
.

个指标中#包括低中高
+

个值#所有的最小偏差均为
/

#平均偏差甚至低于
)

"

*'11W

$卫

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的可允许值)在当月中#也正好参与了省

及卫生部的血常规室间质控#其结果也都全部合格)这说明#

使用新鲜全血标本#用这种方法做室内质控#是可以替代配套

质控物的)

目前#用新鲜全血代替配套质控品做室内质控#方法又较

简便容易操作的#文献上报道的并不多#该方法若想得到认可#

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或许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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