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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荧光法检测阴道加德纳菌的方法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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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运用免疫荧光法检测阴道加德纳菌"

ZX

#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E!

年
D

!

E"

月进行细菌性阴

道炎检测的
"#E"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每例患者取双份阴道分泌物标本!分为两组!观察组采用免疫荧光法进行检测!对照组采

用分离培养法进行检测!分析免疫荧光法检测
ZX

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以及阳性检出率$结果
!

免疫荧光法检测
ZX

的敏

感度为
IDF;E]

!特异度为
I$F=!]

!准确度为
IEF"$]

&分离培养法阳性检出率为
;DFII]

!免疫荧光法阳性检出率为
;IF$E]

!两

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结论
!

免疫荧光法检测
ZX

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阳性检出率高'诊断时间短的优点!

适用于临床检测$

关键词"阴道加德纳菌&

!

免疫荧光法&

!

分离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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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

&X

%是育龄妇女最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

病#其发病率约
E<]

'

E

(

)

'2QQN

等'

"

(研究发现#阴道加德纳菌

$

ZX

%是引起
&X

的主要病原体之一)

ZX

感染不仅引起阴道

炎+尿道炎#还引起早产+低体质量儿+绒毛膜炎+羊水感染+子

宫内膜炎+急性输卵管炎+手术后感染'

;

(和男性不育'

D

(

#

ZX

感

染还可以通过性活动传播#被称为第三代传染病'

!

(

)

ZX

感染

产生的不良后果#已严重危害妇女健康#影响家庭和谐#成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目前
ZX

感染的常规检测方法有革兰染色找

线索细胞法+分离培养法)因线索细胞的识别受显微镜的质

量+标本的采集以及操作者的经验等诸多因素影响#主观性强#

因此革兰染色法准确率并不高&分离培养法虽作为
ZX

感染检

测的金标准#但
ZX

生长缓慢#

"D

!

D<>

后见针尖大小菌落#耗

时长#目前在临床较少用&因此有必要对
ZX

感染做出快速+准

确+有效的诊断)本研究中采用免疫荧光法与分离培养法进行

比较#确定免疫荧光法检测
ZX

的敏感度+特异度等临床技术

指标#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F@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E!

年
D

!

E"

月在本院进行细菌

性阴道炎检测的
"#E"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E#

!

=E

岁#平均$

;EF!J!F;

%岁)用无菌棉拭子取女性阴道后穹隆分

泌物两份#一份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另一份采用分离培养

检测)

@FA

!

仪器与试剂
!

荧光显微镜$德国莱卡仪器有限公司%#水

浴箱$常州中捷试验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ZX

选择性平板$江

门凯林%#马尿酸盐试剂$广东环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茚三酮

试剂$广东环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X

免疫荧光法检测试剂

盒$深圳市迈科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E!$;"E

%)

@FB

!

方法

@FBF@

!

对照组采用分离培养法
!

将采集的标本直接涂抹接种

于
ZX

选择培养基上#置
(H

"

培养箱培养
"D

!

D<>

后观察结

果#挑取可疑菌落做革兰染色及生化鉴定#挑取一接种环实验

菌加入
EG@

马尿酸试剂中#

;=\">

#滴入
!

滴茚三酮试剂#

E$G*8

内观察颜色变化#变成蓝色为阳性&结合涂片镜检找到

革兰小棒状杆菌#临床即可报告检出
ZX

'

#.=

(

)

@FBFA

!

观察组采用免疫荧光法
!

将标本轻缓涂抹在载玻片

上#充分晾干#加
!$

"

@

无水乙醇固定
E$G*8

#自然晾干#使用

移液器及一次性吸嘴汲取
!

"

@ZX

免疫荧光试剂#均匀滴加在

玻片涂样处#置于
;=\

水浴箱孵育
;$G*8

#用去离子水或蒸馏

水缓缓冲洗玻片多次#每次
!

!

E$N

#再将玻片自然晾干)用合

适的荧光显微镜进行阅片#在
E$$[

物镜下寻找发苹果绿色荧

光的典型细杆形
ZX

)发现
E$

个及以上苹果绿色典型细杆形

ZX

即为阳性)发现完整暗红色上皮细胞#且未发现可定义为

阳性的典型特异性染色即为阴性'

<

(

)

@FC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B%BBE#F$

软件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
!

" 检验)计算免疫

荧光法检测
ZX

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和阳性检出率)

!

$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F@

!

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
!

见表
E

)免疫荧光法阳性
E$EI

例#假阳性
E!=

例&免疫荧光法阴性
E!I;

例#假阴性
!"

例)

两种方法学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

表
E

!!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对比%

+

'

分离培养法
免疫荧光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IED

阴性
E!= E!DE E#I<

合计
E$EI E!I; "#E"

AFA

!

免疫荧光法诊断效能
!

本研究中#免疫荧光法诊断敏感

度
IDF;E]

$

<#"

"

IED

%#特异度
I$F=!]

$

E!DE

"

E#I<

%#准确度

IEF"$]

$

"D$;

"

"#E"

%#提示此方法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

AFB

!

两种方法检测的阳性率
!

免疫荧光法与分离培养法阳性

检出率分别为
;IF$E]

$

E$EI

"

"#E"

%和
;DFII]

$

IED

"

"#E"

%#

两种方法检测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说明免

疫荧光法具有更高的阳性检出率)

B

!

讨
!!

论

ZX

是一类革兰阴性或阳性的短杆菌+厌氧+嗜血+生长缓

慢+培养困难+培养环境和设备要求较高#再加上临床上不正规

的应用抗生素#导致细菌的生长受到抑制#分离培养阳性检出

率较低)本次分离培养法阳性检出率$

;DFII]

%与免疫荧光法

阳性检出率$

;IF$E]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

因此分离培养法临床一般不采用#主要用于科研和新方法的方

法学评价标准)

免疫荧光法是将不影响抗体活性的异硫氰酸荧光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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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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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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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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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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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在
ZX

单克隆抗体上#

ZX

抗原与
ZX

抗体特异性

结合#形成抗原
.

抗体
.

荧光素结合物#此结合物在荧光显微镜

DI!8G

波长激发光照射下发出苹果绿色荧光#检测特异的绿

色荧光'

I

(

#此标记技术增加了检测的敏感度#检测过程只需
E

>

#且受外界干扰少&而分离培养检测过程耗时
D<

!

=">

#干扰

因素较多)本研究选取国际确认的
ZX

检测金标准222分离

培养法作为标准方法#对
"#E"

例患者进行双份标本平行试

验#研究结果显示!免疫荧光法敏感度高
IDF;E]

+特异度强

I$F=!]

+准确度高
IEF"$]

)表明免疫荧光法检测
ZX

敏感

度高+特异性强+检测周期短#外界干扰少)此检测技术的准确

性+快速性和有效性等优点适合临床诊断#具有极大推广意义)

本研究中#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
ZX

与分离培养法对比#

得到了较好的效果!免疫荧光法阳性
E$EI

例#假阳性
E!=

例#

免疫荧光法阴性
E!I;

例#假阴性
!"

例#阳性检出率
;IF$E]

)

7RO5-2d*d

等'

E$

(报道在
&X

感染患者中
ZX

检出率为
<=FD!]

#

健康女性检出率
"#F"D]

)国内黄伟忠等'

EE

(报道
#<$

例受检

妇女中#免疫荧光法
ZX

检出率
DEFI"]

&本研究中免疫荧光

法
ZX

检出率
;IF$E]

$

EF$EI

"

"F#E"

%#与该报道基本相符)

总之#本研究采用免疫荧光法和分离培养法对
&X

病原菌

ZX

进行平行检测#以分离培养法为标准#验证了免疫荧光法

检测
ZX

的高敏感度+高特异性强+高准确度#证明了免疫荧光

法检测
ZX

的准确性+快速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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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原与
(.

反应蛋白水平测定对支气管肺炎诊断和治疗的意义

林天浩!莫恒勤!杨培雄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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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降钙素原与
(.

反应蛋白水平检测对支气管肺炎诊断与治疗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ED

年
#

月至

"$E!

年
#

月收治的支气管肺炎患者
D$

例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
D$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人员均行
(.

反应蛋白及降钙

素原测定!分析两者与支气管肺炎诊断和治疗的相关性$结果
!

观察组患者的血清
(.

反应蛋白与降钙素原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F$!

#!且观察组患者的降钙素原与
(.

反应蛋白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结论
!

降钙素原与
(.

反应蛋白都是较好的细菌感

染指标!两者均可作为支气管肺炎患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依据!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降钙素原&

!

(.

反应蛋白&

!

支气管肺炎&

!

诊断&

!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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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I#I

"

M

F*NN8FE#=;.DE;$F"$E#FE#F$!=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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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炎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呼吸道感染疾病#其

主要的发病机制是由细菌与病毒引起#患者患病后免疫力持久

性大幅度下降#很容易再次受到感染)相关研究显示#致病原

感染患者的机体之后#非常容易引起机体出现炎症损伤#对患

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E

(

)近几年来#相关研究发现#

血清降钙素原和
(.

反应蛋白的检测可以为支气管肺炎的诊断

与治疗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血清降钙素原是降钙素的一种前

体物质#是由多个氨基酸一起组成的糖蛋白#这种糖蛋白检测

炎性因子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而
(.

反应蛋白则是一种急性

时相蛋白#当患者的机体出现组织损伤或者受到感染时#

(.

反

应蛋白在血浆中的浓度会快速上升#是一种敏感性非常高的炎

症标志物#且研究表明#血浆降钙素原与
(.

反应蛋白水平和支

气管肺炎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预后有明显的相关性'

"

(

)

本文主要就降钙素原与
(.

反应蛋白水平测定对支气管肺炎诊

断和治疗的意义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F@

!

一般资料
!

选取
"$ED

年
#

月至
"$E!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支气管肺炎患者
D$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

例+女
E!

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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