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KD)BJG*H)+B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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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BTBJG*H.)D

#

%##"

#

&%

$

9

%!

9;%39;<6

*

:

+ 杜晓菲#张永宏#马丽娜#等
6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

重叠感染者的临床及免疫特征*

U

+

6

中华肝脏病杂志#

%##:

#

"$

$

!

%!

&9!3&9:6

*

;

+

0*G)

C

FD5

#

Î+LGD/6Z,+MF,GDH)AFHGD+J

E

@GRF,GB*G+J\5W)B3

JG*H)+BFA+B

?

)B

C

G*H)B

?

L@K

?

KDG@D

*

U

+

6TBHU.@K

?

1+,)*

N

#

%##<

#

":

$

!

%!

&!%3&!:6

*

"#

+王安绪#贾文玲#魏顺远
6\TW

感染者重叠
\5W

(

\2W

及梅毒感

染状况调查与分析*

U

+

6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

%##:

#

%;

$

9

%!

%$#3

%$$6

*

""

+罗平#刘志华#赵业萍
6

柳州地区
\TW

感染者合并
\2W

(

\5W

及

/1

感染现状分析*

U

+

6

热带医学杂志#

%##:

#

:

$

;

%!

;"<3;":6

*

"%

+张敏英#吴尊友#柔克明#等
6

注射毒品者
0T.Y

"

Y/.

感染状况及

其高危行为的性别差异*

U

+

6

中国艾滋病性病#

%##$

#

"%

$

%

%!

"%#3

"%%6

$收稿日期!

%#"!3#<3"$

%

!临床研究!

结核感染
/

细胞斑点试验对肺外结核诊断的临床意义

田
!

洹"

!胡文斌%

!毛艳军"

"

"6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甘肃兰州
<&##%#

&

%6

甘肃中医学院
%#"&

级硕士研究生!甘肃兰州
<&####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结核感染
/

细胞斑点试验"

/3D

E

+H6/2

试验#对外周血中结核分枝杆菌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9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的疑似结核病患者及体检志愿者分成两组!进行对照研究!抽取外周静脉血

采用
/3D

E

+H6/2

诊断试剂盒进行检测%结果
!

肺外结核组阳性者
&:

例!阳性率为
;!8

"

&:

'

9#

#!阴性者
%

例!阴性率为
!8

"

%

'

9#

#%健康对照组
9#

例!阳性者
#

例!阳性率为
#8

"

#

'

9#

#!阴性者
9#

例!阴性率为
"##8

"

9#

'

9#

#%灵敏度为
;!8

"

&:

'

9#

#!特异

度为
"##8

"

9#

'

9#

#%肺外结核组阳性率大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结论
!

/3D

E

+H6/2

试验对肺外结核有

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以作为临床判断是否存在结核感染的检测筛查手段之一!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结核感染
/

细胞斑点试验&

!

肺外结核&

!

临床意义

!"#

!

"#6&;$;

"

C

6)DDB6"$<&39"&#6%#"$6#"6#!9

文献标识码"

0

文章编号"

"$<&39"&#

"

%#"$

#

#"3#""93#%

!!

结核病是危及人类健康的传染病之一#我国是仅次于印度

的第
%

结核大国#且近年有上升趋势'结核分枝杆菌可侵犯全

身各个系统#比较多见的有肺结核(骨结核(结核性胸膜炎(淋

巴结核(肠结核等#且肺外结核发病往往十分隐匿#给临床的诊

断和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传统的检测方法存在许多不足#

随着基因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更好的检测手段应运而生#结核

感染
/

细胞斑点试验是检测结核感染的最新方法'

/3D

E

+H6

/2

使用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刺激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通

过细胞因子
%

3

干扰素的分泌检测抗原特异性
/

淋巴细胞的应

答反应#从而判断结核感染的状态#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现对在本院治疗的肺外结核感染患者与体检的健康志愿

者进行对照研究#拟探讨
/3D

E

+H6/2

试验对肺外结核诊断的

临床意义#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0

组$肺外结核组%!选取
%#"9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的肺外结核患者共
9#

例#年龄
":

$

:#

岁#平均
9&6&

岁#所有患者均进行影像学检查

及结核免疫学检查#疑似结核#其中淋巴结核
"9

例(结核性胸

膜炎
;

例(腰椎结核
:

例(结核性腹膜炎
<

例(支气管结核
%

例'

2

组$健康对照组%选取在本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9#

例#

健康组均无陈旧性结核#亦进行影像学检查及结核免疫学检

查#排除感染结核'整个过程由专门经过培训的人员负责完成

并控制质量'

?6@

!

实验试剂
!

/3Y1e/6/2

试剂盒由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

学有限公司提供'

?6A

!

方法

?6A6?

!

淋巴细胞的提取(计数及铺板
!

抽取肝素钠抗凝静脉

血
!AV

#颠倒混匀#再加入
"$9#

至满#混匀备用'于每支
"!

AV

无菌离心管中加入
&AV

淋巴细胞分离液#将混匀的全血

缓慢加入淋巴分离液上层约
"#AV

#离心机刹车档调至
%

档#

离心速度
%9##@

"

A)B

离心
%%A)B

#用一次性吸管吸取白膜层

至另一离心管中#加
"$9#

至
"#AV

#颠倒混匀
%

次#再次以

":##@

"

A)B

离心
<A)B

#去掉上清液#手工拍打沉淀#再加入

"$9#

至
"#AV

#最后一次以
"9##@

"

A)B

离心
<A)B

#倒掉上清

液#每管加入
$##

"

V0T43W

培养液#用枪吹匀细胞沉淀#取

%##

"

V

加入
-1

管中进行白细胞计数#根据$测得白细胞数
'

%6!

%

>%##

#稀释所有标本数至每毫升
%6!>"#

$ 个$每毫升低

于
%6!>"#

$ 个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按照计算数值加入
0T43

W

培养液至各标本管中#稀释后即可进行铺板#每人份
9

孔#分

别加入
!#

"

V

阳性对照(

0

抗原(

2

抗原和阴性对照#再加入

"##

"

V

稀释混匀的细胞悬液#混匀后放入二氧化碳$

5e

%

%培养

箱培养
":

$

%%I

'

?6A6@

!

显色
!

按照每人份
:AV

磷酸盐缓冲液$

12Y

%用量将

12Y"#

倍浓缩液用蒸馏水稀释#用配好的
12Y

应用液稀释酶

标二抗抗体#每人份
"

"

V

酶标二抗抗体#

%##

倍稀释配成工作

液'将培养板从
5e

%

培养箱内取出#甩掉孔内液体#每孔用

12Y

洗涤
9

遍#拍干#每孔加入
!#

"

V

酶标二抗抗体工作液#放

置
9

$

:f

冰箱内孵育
"I

#取出后用
12Y

洗涤
9

遍#拍干#每

孔加入
!#

"

V

显色液#

5e

%

培养箱放置
!

$

<A)B

#出现清晰斑

点后用蒸馏水冲洗
9

遍#拍干#风干
!

$

"#A)B

'

?6B

!

结果的判断

?6B6?

!

阳性结果
!

$

"

%空白对照孔数为
#

$

!

个时且抗原
0

或抗原
2

孔的斑点数减法空白对照孔斑点数大于或等于
$

&

$

%

%空白对照孔数为
$

$

"#

个时且$抗原
0

或抗原
2

孔的斑点

数
&

%

%

>

$空白对照孔斑点数%'

?6B6@

!

阴性结果
!

不符合上述阳性结果且
1\0

对照孔正常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BHUVFM4GL

!

UFBKF@

N

%#"$

!

W+,6&<

!

X+6"



则结果为阴性'

?6C

!

统计学处理
!

检验结果用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

验方法#应用
Y1YY%"6#

进行数据分析#

!

$

#6#!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肺外结核组阳性者为
&:

例#阳性率为
;!8

$

&:

"

9#

%#阴性

者为
%

例#阴性率为
!8

$

%

"

9#

%'健康对照组
9#

例#阳性者为

#

例#阳性率为
#8

$

#

"

9#

%#阴性者为
9#

例#阴性率为
"##8

$

9#

"

9#

%'灵敏度为
;!8

$

&:

"

9#

%#特异度为
"##8

$

9#

"

9#

%'

肺外结核组
/

细胞反应阳性率大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6#!

%'

表
"

!!

结核分枝杆菌抗原特异性
/

细胞反应频率

组别
&

/

细胞反应频率

阴性 阳性

0

组
9# %

$

!8

%

&:

$

;!8

%

2

组
9# 9#

$

"##8

%

#

$

#8

%

A

!

讨
!!

论

世界卫生组织
%##9

年的报告显示#结核病诊断率仅为

&<8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仅有
!#8

的结核病例得到细菌学确

诊*

"

+

#而肺外结核病变部位多变(症状不典型#相对于肺结核诊

断难度又更大'目前#临床诊断结核的方法存在许多不足#如!

结核菌素试验一直是诊断结核菌感染的重要方法#具有操作简

单#成本低廉的优势#但存在特异性及敏感性较低的缺陷#在结

核感染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其敏感性降低'由于结核菌素纯蛋

白的衍生物$

11.

%是
%##

多种蛋白的混合物#其中很多是非结

核分枝杆菌$

25Z

%的共同抗原成分#在普通接种
25Z

的地区

造成非常高的假阳性'而其他检测方法如细菌学检查作为诊

断结核的金标准#其细菌培养费时长一般需要
%

个月#可能延

误治疗的最佳时间&抗酸染色试验检出率较低&组织病理学为

有创伤性操作&影像学诊断缺乏特异性'随着基因分子生物学

的研究发展#发现机体受到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后#引发固有免

疫和获得性免疫#由于机体长期存在特异性的中央型及效应型

记忆细胞#当抗原刺激机体时#这些记忆迅速活化增殖并释放

%

3

干扰素'因此#通过某种技术检测机体内经结核刺激后释放

%

3

干扰素的数量#即可推断出是否存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而

/3D

E

+H6/2

试验是检测结核感染的最新方法#它可以检测出

"

"

"#####

$

"

"

!####

的外周血中单核细胞中经抗原刺激后释

放细胞因子的细胞#目前已成为最敏感的检测方法*

%

+

'大量研

究表明
/3D

E

+H6/2

试验检测对肺外结核感染具有较高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如
a)A

等*

&

+对疑似肺外结核患者
<%

例进行前

瞻性研究#结果
/3D

E

+H6/2

检测对肺外结核的敏感性为
;98

#

明显高于结核菌素试验$

9<8

%#其中
9<

例有免疫抑制性疾病#

这也是结核菌素试验阳性较低的原因之一'

.F)

等*

9

+

4GHF

分

析结果提示
/3D

E

+H6/2

试验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

和

:;8

'王永生等*

!

+对其医院
%$

例疑似结核性脑膜炎与
%&

例

无结核原发病灶的脑膜炎患者做脑脊液
/3D

E

+H6/2

试验检

查#进行对照研究#结果发现其灵敏度为
::6!8

#特异度为

:&6&8

#对诊断结核性脑膜炎有用'荣兰香等*

$

+对其医院
%$:

例疑似结核病患者进行
/3D

E

+H6/2

试验和
11.

试验进行比

较#结果发现
/3D

E

+H6/2

试验比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

11.

%

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要高#且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要低#可

为临床诊断结核病患者提供早期诊断依据'聂力平等*

<

+比较了

/3D

E

+H6/2

试验与结核菌素试验两种检测法#结果发现
/3D

E

+H6

/2

试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结核菌素试验#且假阳性率和假

阴性率低于结核菌素试验'刘珍琼等*

:

+研究发现用
/3D

E

+H6/2

试验检测外周血和胸腔积液中单个核细胞结核杆菌感染有助于

提高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率
6

而且胸腔积液中单个核细胞
/3

D

E

+H6/2

试验敏感性和特异性高于外周血'采用
/3D

E

+H6/2

试

验检测结核性心包积液(结核性腹膜炎(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

腹水(脊柱结核(肠结核(肾结核都有相关报道且检测结果较好#

特异度和灵敏度皆比其他结核杆菌检测方法要高'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
/3D

E

+H6/2

对肺外结核的诊断#其灵

敏度为
;!8

#特异度为
"##8

'其中肺外结核组有
%

例检测为

阴性#考虑可能与患者抗结核治疗效果有关#也有可能与个别

体质有关#也可能确实未有结核感染'健康对照组选择的是没

有结核病史或接触史的研究对象#检测结果全部阴性#说明
/3

D

E

+H6/2

试验对肺外结核检测结果是肯定的#也有可能与这次

试验的样本量较小有关'本次
/3D

E

+H6/2

试验采外周静脉血

检查#只能检测出是否有结核杆菌的存在#并不能定位结核病

灶'在痰结核菌检测阴性(胸部
5/

诊断阴性病例中诊断意义

较大*

;

+

'所以当采血做
/3D

E

+H6/2

试验检查时发现阳性者#

再结合
]

线片(

5/

或痰培养检查#即可基本确定感染结核病

灶的位置了'由此可见
/3D

E

+H6/2

试验静脉采血检查可用于

职业暴露合并结核病的定期检测筛查#可作为临床判断是否存

在结核感染的检测筛查手段之一'有利于更好地用于肺外结

核的辅助诊断'所以#

/3D

E

+H6/2

检测对肺外结核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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