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下降#且与肝硬化程度密切相关'

$<,

(

)有研究报道肝硬化患

者血清
+=<

!

浓度明显低于肝癌患者#提示肝硬化患者肝脏产

生
+=<

!

明显少于肝癌者'

6

(

)本研究结果表明#

+[P<3*

组患

者血清
+=<

!

浓度明显低于
+[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
+[P<3*

组患者肝功能明显低于
+[P<(**

组)

随着病情的发展#肝硬化逐渐发展成为肝癌#部分肝硬化

伴肝癌患者血清
+[P

常处于正常水平#故
+[P

在此类患者中

起不到早期诊断作用)

+[P<3*

和
+[P<(**

之间是否存在

差异性血清学指标#相关文献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比较

+[P<3*

和
+[P<(**

血清
+=<

!

浓度差异#采用
SI*

曲线

分析鉴别
+[P<3*

和
+[P<(**

的
+=<

!

临界值#曲线下最大

面积为
'&-'-

#说明血清
+=<

!

对
+[P<3*

和
+[P<(**

具有

一定的临床鉴别价值#当
+=<

!%

,66"%6&.$;

F

"

03

时#

+=<

!

诊断
+[P<(**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

.-&%7

&#但敏感性较低

$

,'&.7

&)有研究报道#

+[P

阴性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甲胎

蛋白异质体
%

$

+[P<3%

&明显高于
+[P

阴性肝硬化患者#且

+[P<3%

比值对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具有很高的诊断效能$曲

线下面积为
'&.",

&#当
+[P<3%

&

"$7

时诊断原发性肝癌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

和
-!&,7

#明显优于
+[P

和

+[P<3%

'

-<.

(

)

+[P<3%

比值在
+[P<3*

和
+[P<(**

的鉴别

诊断中是否具有相似的效能#以及
+[P<3%

比值联合
+=<

!

检

测是否能提高原发性肝癌和肝硬化的诊断效能#有待进一步

探究)

有学者报道#肝硬化患者血清
+=<

!

下降程度与
*C92E<

PA

F

C

分级加重呈正相关'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P<(**

的

+=<

!

浓度与
*C92E<PA

F

C

分级*病理分化程度*有无癌栓*

(O<

:+

F

是否阳性均无相关性#因本研究肝癌病例数的局限性#故

该结论有待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

+[P<3*

组患者血清
+=<

!

明显低于
+[P<

(**

组#

+=<

!

对鉴别诊断
+[P<3*

和
+[P<(**

具有一定的

效能#而在
+[P<(**

患者中#血清
+=<

!

浓度与
*C92E<PA

F

C

分级*病理分化程度*有无癌栓*

(O:+

F

是否阳性均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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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现对其耐药性及分布进行研究#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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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霉素巧克力平

板上#置
$7*I

#

*

%$]

培养箱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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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从平板上挑取

革兰染色为阴性的可疑菌落#做
.

因子*

/

因子和
.

`

/

因子

试验#结果完全符合者最后采用法国梅里埃
+PVQ(

鉴定条

进行菌株鉴定)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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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敏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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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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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片扩散法检测菌株对复方

磺胺甲唑*氨苄西林*四环素*头孢呋辛*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氯霉素*阿奇霉素*左氧氟沙星*头孢噻肟*美罗培南和亚胺

培南的敏感性)药敏纸片和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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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的头孢硝噻吩为

英国
Ic19E

产品)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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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PN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使用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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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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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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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嗜血杆菌的耐药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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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流感嗜血杆菌对复方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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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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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

株数$

&

& 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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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

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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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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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磺胺甲唑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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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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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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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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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嗜血杆菌的标本分布
!

#'"

株流感嗜血杆菌#痰液

标本占
..&'7

$

"..

"

#'"

&#脑脊液标本占
"&'7

$

#

"

#'"

&)

C&D

!

流感嗜血杆菌的科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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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内科病房标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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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流感嗜血杆菌的科室分布

标本类别 菌株数$

&

& 百分比$

7

&

儿内科
!$ ##&%

神经内科
! #&'

泌尿内科
, %&'

神经外科
% "&$

急诊科
, %&'

重症医学科
! #&'

老年病科
"6 -&$

心内科
"% ,&$

呼吸内科
$% #,&!

其他科室
%" "$&!

门诊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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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嗜血杆菌属于苛养性细菌#生长需要
.

因子和
/

因

子#

$7

&

"'7 *I

#

环境中生长良好)本组流感嗜血杆菌的巧

克力培养基加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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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霉素#抑制革兰阳性菌株和

其他细菌的生长)本组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近年来#该院

流感嗜血杆菌的检出数逐年增多#可能与临床重视培养*重视

标本的正确采集方式*标本的保存方式和运送方式有关)

有关研究报道#流感嗜血杆菌是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主

要致病菌'

#<6

(

)龙姗姗等'

-

(试验发现#临床分离的流感嗜血杆

菌主要来自呼吸科)张真等'

.

(研究表明#流感嗜血杆菌
.,&.7

来自呼吸道#成人患者占
6"&-7

)本研究流感嗜血杆菌标本

主要来自呼吸内科#其次是儿内科%

#'"

株流感嗜血杆菌#痰液

标本占
..&'7

#脑脊液标本占
"&'7

#提示流感嗜血杆菌大部

分分布在呼吸内科和儿内科#主要引起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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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流

感嗜血杆菌有
"-#

株来源于病房#占
.'&$7

#

".

株来源于门

诊#占
.&$7

#

".

株流感嗜血杆菌有
#

株来自成年患者#

"6

株

来自儿童患者#可能与该院儿内科医师重视门诊感染患儿的微

生物培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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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流感嗜血杆菌中#

"!,

株对氨苄西林耐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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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中介#

$#

株敏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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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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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阳性菌株#阳

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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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株氨苄西林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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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阴性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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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有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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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阴性氨苄西林耐药#或者
+

<

内酰胺酶阳性#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耐药是由于青霉素结合蛋

白$

POP

&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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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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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流感嗜血杆菌对头孢呋辛*阿莫西

林"克拉维酸*氯霉素*阿奇霉素*左氧氟沙星*头孢噻肟*美罗

培南*亚胺培南的敏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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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感染可采用头孢呋辛*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或阿奇霉素)

#'"

株流感嗜血杆菌对复方磺胺甲唑的敏感率最低#为

",&.7

#对四环素的敏感率为
#6&%7

#说明临床经验治疗流感

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应慎用复方磺胺甲唑或四环素#以防

治疗失败)临床应及时动态掌握流感嗜血杆菌的耐药性#提高

经验用药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该院临床分离的流感嗜血杆菌主要引起呼吸道

感染#其对临床常用的
""

种抗菌药物敏感率相差较大#临床医

师应根据临床症状留取相应的标本进行培养#以防经验治疗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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