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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血脑屏障影响抗菌药物的通过率#导致中枢神经系统

$

W,M

&感染时抗菌药物种类选择受到限制#且脑组织内有效抗

菌药物浓度低#使得
W,M

感染的临床治疗成为棘手问题(脑

脊液$

WMN

&细菌培养作为
W,M

感染诊断的金标准#在临床得

到广泛使用#为
W,M

感染的目标性抗感染治疗提供了实验室

依据(但是
WMN

标本细菌培养的阳性率低#检测时间长#结果

滞后#远不能满足临床需要(

WMN

标本常规与生化检测指标反

应灵敏#检测快速'及时#是临床医生判断是否存在
W,M

感染

的重要实验室参考依据#虽然降钙素原'

W

反应蛋白'乳酸'尿

酸'脑脊液胆碱酯酶'白细胞酯酶和细胞因子等对颅内感染具

有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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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临床脑脊液生化检验中最常用指标主要是

葡萄糖$

X;E

&'乳酸脱氢酶$

Y[*

&'氯化物$

W;

&'蛋白质$

VZ+

&(

本研究对这
'

个指标进行单变量与多变量观察值的受试者工

作特征$

Z+W

&曲线分析#探讨脑脊液生化指标在
W,M

感染诊

断中的价值及联合检测指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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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流水线与配套试剂$日本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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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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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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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注入中和抗菌药物小儿瓶

后#立即送检至检验科(条码扫描后#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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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注入无菌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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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6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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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沉淀接种于

血平板与巧克力平板(阳性培养瓶转种于血琼脂平板'巧克力

平板#同时涂片进行革兰染色与显微镜检#并将涂片结果通知

临床作为一级报告(平板接种后生长的菌株与转种后生长的

菌株按照操作规程进行鉴定(标本培养
/B

血培养仪仍未出

现阳性信号提示细菌培养阴性#报告培养
/B

无细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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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测方法
!

脑脊液标本收集于无菌试管中#按照

操作规程用
YM.%%1

全自动生化流水线与配套试剂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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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MVMM!1#%

统计软件进行单变量与多

变量观察值的
Z+W

曲线分析)

"

*

(

?

!

结
!!

果

?#>

!

细菌培养阳性
WMN

中病原菌分布
!

共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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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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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中细菌培养无细菌生长
!!1

份#细菌培养阳性
0(

份(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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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进行生化指标包括
X;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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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

'

VZ+

的测

定(细菌培养阳性
WMN

中病原菌分布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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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培养阳性
WMN

中病原菌分布

病原菌 株数$

%

& 病原菌 株数$

%

&

表皮葡萄球菌
1

单核增生李斯特菌
!

人型葡萄球菌
$

产吲哚金黄杆菌
!

溶血葡萄球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脑膜败血伊丽莎白金菌
0

木糖葡萄球菌
!

肺炎克雷伯菌
"

绿色气球菌
!

科氏葡萄球菌
"

头状葡萄球菌
!

藤黄微球菌
"

小牛葡萄球菌
!

新生隐球菌
"

阴沟肠杆菌
!

鲍曼不动杆菌
!

合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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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

曲线分析
!

分别对脑脊液
'

项生化检测指标进行

Z+W

曲线分析#

X;E

'

Y[*

'

W;

和
VZ+

的
Z+W

曲线#见图
!

%各

指标
Z+W

曲线下面积$

8QW

&#见表
"

(

!!

8

!

X;E

的
Z+W

曲线%

T

!

Y[*

的
Z+W

曲线%

W

!

W;

的
Z+W

曲线%

[

!

VZ+

的
Z+W

曲线(

图
!

!!

W,M

感染患者
WMN

中
'

项生化指标的
Z+W

曲线

表
"

!!

'

项
WMN

生化检测指标的
8QW

检测项目
8QW

标准误 渐进概率
F

渐近
(/2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X;E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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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

%#%!(

"

%#/"& %#$"/

VZ+ %#&$! %#%/!

%#%%!

"

%#/$% %#$$!

!!

"

F

$

%#%/

#与
8QWc%#/

比较(

?#@

!

WMN

生化指标联合检测诊断
W,M

的
Z+W

曲线分析
!

分

别对脑脊液
'

项生化检测指标单项或联合检测进行多变量观

察值的
Z+W

曲线分析#得出
Z+W

曲线#见图
"

$见-国际检验

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0&%其各自
8QW

见表
0

(

表
0

!!

W,M

感染患者
WMN

中各生化指标联合检测的
8QW

检测项目
8QW

标准误
渐进

概率
F

渐近
(/2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X;EbY[* %#&$1 %#%'1

%#%%!

"

%#/10 %#$$0

X;EbW; %#&&$ %#%'(

%#%%"

"

%#/$" %#$&0

X;EbVZ+ %#&1' %#%'(

%#%%!

"

%#/1( %#$1%

X;EbY[*bW; %#&10 %#%'(

%#%%!

"

%#/1$ %#$$(

X;EbY[*bVZ+ %#&1( %#%'1

%#%%%

"

%#/(/ %#$1'

X;EbW;bVZ+ %#&1( %#%'(

%#%%%

"

%#/(0 %#$1/

X;EbY[*bW;bVZ+ %#&(' %#%'(

%#%%%

"

%#/(1 %#$1(

Y[*bW; %#&/$ %#%'(

%#%%0

"

%#/&% %#$/0

Y[*bVZ+ %#&$" %#%/!

%#%%!

"

%#/$! %#$$0

Y[*bW;bVZ+ %#&$& %#%'(

%#%%!

"

%#/1! %#$$"

W;bVZ+ %#&$& %#%'(

%#%%!

"

%#/1! %#$$"

!!

"

!

F

$

%#%/

#与
8QWc%#/

比较(

@

!

讨
!!

论

W,M

感染严重威胁患者生命#治疗困难#病死率高(由于

急性细菌性脑膜炎的预后依赖于早期正确的针对性抗感染治

疗#所以快速准确的病原学诊断至关重要)

0

*

(由于脑膜炎患者

起病初期临床缺乏特异性的表现#

WMN

的正确评价对于脑膜炎

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细菌性脑膜炎与非细菌性脑膜炎的鉴别

对于治疗方案起决定作用)

'

*

(虽然脑脊液细菌培养是诊断

W,M

感染的金标准#但是其培养过程冗长'灵敏度低等缺点仍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临床应用价值#而且细菌培养对设备及人

员条件要求高#基层医院难以开展(相比细菌培养#脑脊液常

规与生化检验具有检测成本低'检测速度快等优势#虽然不能

明确病原菌#但是能够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研

究发现利用尿干化学试纸条对脑脊液进行
X;E

'

VZ+

和白细胞

酯酶检测#也能够在条件简陋的条件下用于
W,M

感染的辅助

诊断#这为基层医院进行
W,M

感染诊断提供了简便的方法)

/

*

(

本研究共包括
WMN

标本
!/$

份#其中细菌培养阳性
0(

份#病原菌分布主要是葡萄球菌属#与研究报道相似)

&7$

*

(本研

究将临床
WMN

的生化指标结果按照
W,M

感染的金标准#即

WMN

的细菌培养结果阳性和阴性分为两类#分别对
X;E

'

Y[*

'

W;

'

VZ+

进行
Z+W

曲线分析#发现上述指标在
W,M

感染中均

有诊断价值(其中
VZ+

的
8QW

$

%#&$!

&最大#而
W;

的
8QW

$

%#&"&

&最小#提示
WMN

中
VZ+

升高在
W,M

感染中的诊断价

值优于
WMN

中
W;

降低(邹自英等)

1

*对
WMN

各项指标联合检

测在颅内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研究中也发现#生化指标具有重

要诊断意义(但是
WMN

采集后必须及时送检并测定#因为短

时间的保存对生化指标影响较小#而长时间则对
X;E

与
W;

影

响较大#需采取合适的保存方法)

(

*

(

为了进一步探讨生化指标联合检测是否能提高
W,M

感染

的诊断效率#笔者对生化指标各种组合进行
Y9

A

=5?4F

回归后分

别进行
Z+W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联合检测的
8QW

均高于其

中包含的单个指标的
8QW

值#而
'

种指标同时联合检测的

8QW

$

%#&('

&最大#提示
WMN

生化指标同时检测对于
W,M

感

染的诊断最有价值(该结果提示#在
W,M

感染的诊断中应结

合
WMN

的多项生化指标综合判断(

此外#有学者报道
WMN

与血液中
X;E

的比值对于诊断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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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

感染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血糖值易受进食'输液等因素

影响#故单独用于诊断
W,M

感染的价值需要探讨)

!%

*

(

WMN

中

乳酸与丙酮酸盐检测及二者比值都可作为良好的感染标志物#

由于血液中乳酸与
WMN

中乳酸水平会动态平衡#所以其他系

统或器官的病变也会引起
WMN

中乳酸水平的改变)

!!

*

(均表明

WMN

中生化指标结果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WMN

中

的乳酸水平检测相对于传统的生化指标包括
WMN

中的
X;E

'

WMN

与血清中
X;E

的比值'

WMN

中的
VZ+

'白细胞总数#对于

鉴别细菌性脑膜炎是更好的指标)

!"

*

(虽然临床并未开展
WMN

乳酸的定量检测#但是乳酸可能会成为
W,M

感染更有诊断价

值的检测指标(

本研究通过对细菌培养阳性与阴性的
WMN

生化指标进行

单独变量与多变量的
Z+W

曲线分析#研究了
WMN

生化指标在

W,M

感染中的诊断价值(结果表明每种指标均有诊断价值#

但是联合检测能够提高检测水平(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
WMN

单项生化指标及联合检测均对
W,M

感染具有较好的诊断价

值#但其
8QW

值均较低#诊断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均较低#因此

有必要开发灵敏度与特异度高的新的
WMN

快速检测指标#更

好地为临床诊治
W,M

感染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

!

* 李幽然#张国军
#

脑脊液实验室检查对颅内感染的诊断价值)

L

*

#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

"%!'

#

"!

$

'

&!

'$'7'$1#

)

"

* 刘润幸
#

使用
MVMM

作多变量观察值的
Z+W

曲线分析)

L

*

#

中国公

共卫生#

"%%0

#

!(

$

(

&!

!!/!7!!/"#

)

0

*

M:=R7Y;9C=65O

#

UFFC:F̀=6X*#T:F?=C4:;H=646

A

4?4546F@4;BC=6

)

L

*

#Y:6F=?

#

"%%0

#

0&!

$

(0$/

&!

"!0(7"!'1#

)

'

*

T:HD=C

A

=C[U#[4:

A

69545

#

464?4:;H:6:

A

=H=6?

#

:6B

>

C=I=6?4969G

H=646

A

4?45

)

L

*

#8HN:HV@

<

54F4:6

#

"%!%

#

1"

$

!"

&!

!'(!7!'(1#

)

/

*

L95@4[

#

SE6B:6:S

#

VEC:64̀ 8

#

=?:;#[4:

A

695?4F:FFEC:F

<

9GEC47

6:C

<

C=:

A

=6?5?C4

>

?9B=?=CH46=F=C=DC95

>

46:;G;E4BF@=H45?C

<

:6B

F=;;E;:C4?

<

)

L

*

#L,=EC95F4ZEC:;VC:F?

#

"%!0

#

'

$

"

&!

!'%7!'/#

)

&

* 丁锦荣#管义祥#吴德模#等
#/&

例疑诊颅内感染患者脑脊液中病

原菌的基因芯片技术检测结果)

L

*

#

山东医药#

"%!'

#

/'

$

0/

&!

107

1/#

)

$

*

ME6B:C:HW

#

M@:6̀:CMS

#

.@96

A

)S

#

=?:;#V:?@9;9

A<

:6BB4:

A

7

695459GF=6?C:;6=CI9E55

<

5?=H46G=F?4965

)

L

*

#V:?@9;9

A

Z=5J6?

#

"%!!

#

"%!!

!

1$1"&0#

)

1

* 邹自英#朱冰#汤雪晴#等
#

脑脊液各项指标联合检测对颅内细菌

感染的诊断价值)

L

*

#

西南军医#

"%!"

#

!'

$

"

&!

!((7"%!#

)

(

* 张燕龙#乔琳
#

脑脊液生化测定结果与标本放置时间的关系)

L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

0'

$

"'

&!

0'!$70'!1#

)

!%

*

.:HE6=*

#

.:̀=

<

:*

#

MER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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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8

检测与实时荧光
VWZ

法各具利弊(

本研究选取
!0$

例临床诊断的支原体肺炎患儿作为观察

对象#所有患儿均按支原体肺炎常规治疗方式予以治疗#并根

据年龄对患儿进行分组#同时患儿在获得临床诊断后即采集静

脉血液和咽拭子#分别行
JN8

和实时荧光
VWZ

检测#经分析显

示#以治疗总有效率为标准#

$

!

岁和
!

"$

/

岁患儿
JN8

检测

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112

和
1&#/$2

#均低于实时荧光
VWZ

检测阳性符合率$

(0#$/2

和
($#%!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F

$

%#%/

&%

/

"

!/

岁患儿
JN8

检测阳性符合率为
("#1&2

#明

显高于实时荧光
VWZ

检测阳性符合率$

$!#'02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F

$

%#%/

&%而两种方式总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1'#"/2

和
(%#//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

综上所述#

JN8

与实时荧光
VWZ

都可作为检测
UV

的有

效方式#但不同方式检测效果在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异#建议对
/

岁以下患儿采用实时荧光
VWZ

进行检测#而
/

岁

及以上患儿则可选择
JN8

检测#以提高检测的准确度#更好地

为临床用药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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