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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固液双相培养基快速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临床应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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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固液双相培养基快速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临床价值$方法
!

对
8!$

例患者的痰标本分别进行涂片抗酸

染色%改良罗氏培养法%固液双相培养法%

&AE@2E#9$

培养法检测$结果
!

8!$

例痰标本涂片抗酸染色法阳性率为
"+7̂g

#改良罗

氏培养法为
6+7$g

#固液双相法为
8!7<g

#

&AE@2E#9$

培养法为
+$78g

#改良罗氏培养法与涂片抗酸染色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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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双相培养法与改良罗氏培养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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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双相培养法与
&AE@2E#9$

培养法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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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罗氏培养法平均报告阳性时间为
6"7!G

#固液双相培养法液相平均为
"876G

#固相为

"97+G

#

&AE@2E#9$

培养法平均为
""7̂G

$结论
!

固液双相培养法操作简便#阳性率高#时间短#适合基层医院快速检测结核分枝

杆菌$

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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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
!

次结核病流行抽样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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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人口

有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

万例$乡村明显高于城镇$无症状肺

结核患者比例明显增加$有症状患者初诊结核病院或专科医院

仅占
87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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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防治的关键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涂

片抗酸染色率低#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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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普及和通用方法为改良罗

氏培养法$但时间长#

^

周%$液体快速培养法#

&AE@2E#9$

培养

基等%营养成分高$速度快$平均报告阳性率时间
"8G

$但价格

昂贵$需特殊仪器$不能在综合医院和基层医院普及和应用)

现探讨结合液体和固体培养基特点$研究显色固液双相培养基

应用于临床的效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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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痰标本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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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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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门

诊和住院患者采集的清晨痰液$标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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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为干酪

痰*血痰*黏液痰$排除唾液样痰标本$同一患者只使用
"

份痰

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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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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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罗氏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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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支%购自珠海贝索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AE@2E#9$

培养基和添加剂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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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固

液双相培养基以改良罗氏培养基为基础$加入含
"$g

添加剂

的
<%#

液体培养基
+H-

$约占斜面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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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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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标本消化处理
!

痰标本涂片抗酸染色后加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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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体积
40-R54A]%

混合溶液震荡$消化离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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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培养
!

标本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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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改良罗氏培养基和固液

双相培养基&

&AE@2E#9$<%#

培养基加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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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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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培养检测)改良罗氏法还需
8<[

平卧放置斜面
6+B

后

直立放置$培养后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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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细菌生长情况$此后每周观察
"

次$培养阳性随报告罗氏培养基结果观察及判断参考+结核病

诊断实验室检验规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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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双相培养基第
#

天加入过

滤除菌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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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天青#沃凯公司%显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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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固液双相

培养基$颜色从蓝色变为粉红色$即利于细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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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6$7$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6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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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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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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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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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检测痰标本的结果比较
!

改良罗氏培养法与涂

片抗酸染色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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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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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双相培养法与改良罗氏培养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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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双相培养法与
&AE@2E#9$

培养法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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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罗氏培养

法污染率为
67$g

$固液双相培养法为
679g

$

&AE@2E#9$

培养

法为
!7+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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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检测痰标本结果比较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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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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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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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片抗酸染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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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罗氏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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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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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报告阳性时间结果比较
!

改良罗氏培养法平均

报告阳性时间
6"7!G

$固液双相培养法液相
"876G

$固相
"97+

G

$

&AE@2E#9$

培养法
""7̂G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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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培养结核分枝杆菌阳性耗时结果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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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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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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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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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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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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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9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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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罗氏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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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检测阳性菌落结果比较
!

固液双相培养法与改

良罗氏培养法阳性菌落#

XX

*

XXX

*

XXXX

%结果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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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

X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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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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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检测阳性菌落生长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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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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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探讨适合我国结核病疫情的细菌学检查方法$早期发现传

染源$规范治疗避免耐药性和减少疫情传播极为重要)

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法作为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传统罗

氏培养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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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才能得到结果$

&AE@2E#9$

培养法等液体培

养基营养丰富$可使用仪器进行连续监测$平均报告阳性时间

为
"8G

$具有自动化和高灵敏度优点'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涂片抗酸染色法阳性率为
"+7̂g

$改良

罗氏培养法
6+7$g

$固液双相培养法为
8!7<g

$

&AE@2E#9$

培

养法为
+$78g

)固液双相培养法与涂片抗酸染色法*改良罗

氏培养法比较$差异有统计意义#

!

#

$7$!

%$与
&AE@2E#9$

培

养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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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双相培养基采

用固液双相一体化统计$其营养丰富$可减少污染$提高阳性

率$孔雀绿可进一步避免杂菌污染$分离纯化获得单个菌落$对

结核分枝杆菌有促进生长的作用)培养阳性菌落直观明白$省

去抗酸染色步骤$减少工作量$为结核分枝杆菌药敏试验奠定

基础$

&AE@2E#9$

培养阳性管中结核分枝杆菌形成条索状'

!

(

)

<%#

培养管培养基对菌液浓度配制时浊度影响$使细菌浓度

较难控制$影响药敏试验中细菌接种量$造成药物敏感试验结

果不准确)

改良罗氏培养法平均报告阳性时间
6"7!G

$固液双相培养

法液相平均时间
"876G

$固相平均时间
"97+G

$

&AE@2E#9$

培

养法
""7̂G

)结核分枝杆菌生长缓慢!#

"

%标本经酸或碱处理

后直接接种至培养基$至少需
6

"

8G

培养基才能缓冲酸碱$达

到
J

%<76

左右$而本组固液双相培养基接种
J

%97̂ Q&/

消

化混合液后$减少培养基缓冲时间'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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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在固体培养基

不能有效吸收营养成分而导致细菌对数生长期延长$改良罗氏

培养基接种后需倾斜$平放斜面
6+B

以便细菌充分接触培养

基$细菌在双相培养基内可使细菌浸泡在营养成分中以利于新

陈代谢$对数生长期提前$省去改良罗氏培养基平卧放置斜面

的操作$操作简便快捷)液体培养基阳性标本呈絮状沉淀生

成$难以鉴别杂菌污染$而固液双相培养基生长的菌落则呈典

型菜花状$易于判断)刃天青是一种氧化还原指示剂$在氧化

状态呈紫蓝色$且在还原状态下呈粉红色或红色还原产物)通

过培养结核分枝杆菌还原刃天青盐从而判断细菌是否生长'

<

(

)

该方法显色剂用量少$不需仪器$比较方便$可快速检测液相中

是否有结核菌生长)实际应用中加入刃天青试剂后一般需要

过夜培养)张朝宝等'

^

(研究
b==

"

H

J

H1

试剂只需继续培养
+

B

$且
b==

"

H

J

H1

和
=%#

培养基
8<[

恒温培养时间至少在
<

G

内保持相对稳定$其工作浓度对分枝杆菌具有低细胞毒性)

综述所述$固液双相培养法操作简便$试剂成本低$阳性率

高$不需特殊仪器$阳性平均时间比改良罗氏培养法提前
"

周$

便于综合医院和基层医院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具有一定的临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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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06

(超敏
R

反应蛋白等指标变化分析

李玉艳#梁琳琳#张照亮#高
!

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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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冠心病!

R%3

"患者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06

!

-

J

5Q-06

"%超敏
R

反应蛋白!

B15RSQ

"等炎性指标变化的

评估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心内科
R%3

患者
"6+

例#其中心肌梗死!

0(.

"组患者
+6

例#稳定型心绞痛!

/0Q

"组患者
89

例#不稳

定型心绞痛!

0̀

"组患者
+9

例#同时收集
"6$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酶动力学法对全部研究对象的血清
-

J

5Q-06

进行检测#并检测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e&R

"#白细胞介素
5"̂

!

.-5"̂

"%

B15RSQ

$结果
!

R%3

患者血清
-

J

5Q-06

%

.-5"̂

%

B15RSQ

水

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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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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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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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Q-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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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R

之间呈正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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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Q-06

可能会协同

其他炎性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的炎性反应中产生协调作用#是
R%3

新型炎性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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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危险因素的多重作用引起动脉粥样硬化产生)通常

情况下冠心病#

R%3

%患者存在
"

个或多个危险因素$其中炎

性已被认为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多种

炎性因子参与造成斑块的产生*发展和最终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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