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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抗结核抗体与
*

<

干扰素释放试验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万东勇!黄正谷#

!何
!

静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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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抗结核抗体"

%-UT<V

F

M

%联合
*

<

干扰素释放试验"

d[=

方法%检测结核病的临床诊断效果&方法
!

选择该

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疑似结核病患者
"#'

例!分别给予患者
%-UT<V

F

M

'

d[=

'

%-UT<V

F

M

联合
d[=

检测!比较
%

种方法的诊断效果&结果
!

结核菌阳性患者采用
d[=

检测的阳性率高于
%-UT<V

F

M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联合检测的

阳性率与
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核菌阴性患者使用联合检测的阳性率高于各单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

%

种肺外结核患者应用联合检测的阳性率均高于各单项检测"除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采用
d[=

联合
%-UT<V

F

M

检测结核病患者的准确性高于单项检测!结核性胸膜炎可首先采用
d[=

检测&

关键词"抗结核抗体$

!*

<

干扰素释放试验$

!

感染
=

细胞$

!

结核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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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慢性传染疾病#近年来随环境

污染而加剧#人们生活习惯和饮食的改变#使得结核病的发生

率逐渐上升'

"

(

)有关研究表明#采用抗结核抗体$

%-UT<V

F

M

&

联合
*

<

干扰素释放试验$

d[=

方法&可有效提高诊断的准确

性'

#

(

)现对该院收治的疑似结核病患者分别给予单项检测方

法诊断#并与联合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择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

的疑似结核病患者
"#'

例#男
6,

例#女
!!

例%年龄
#%

&

,6

岁#

平均年龄$

!,&--_#&,%

&岁)所有患者经过涂片检测*胸部
g

线*结核菌试验和实验室生化检查最终确诊为结核病者
6,

例#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_#&"#

&

岁)结核性胸膜炎
#.

例#结核性腹膜炎
#"

例#结核性脑膜炎

#,

例)结核菌阴性者
!#

例#结核菌阳性者
%!

例)所有患者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排除合并有心脑血管*肾脏等脏器官危

重病*造血系统疾病者#以及无免疫抑制剂用药史和放化疗治

疗史)

B&C

!

方法
!

%-UT<V

F

M

检测!使用真空采血管收集患者
$03

静脉血#快速摇匀#最短时间内采用玻璃棒剥离纤维蛋白#确保

血液标本无浑浊*沉淀#避免吸入沉淀物而导致反应膜孔堵塞#

应用斑点免疫金渗滤试验原理检测血清标本的
%-UT<V

F

M

水

平)

d[=

检测!采集患者
%03

外周静脉血#在充分混匀等待

管内抗原充分溶解后#采血管需尽快置于
%6]

细菌培养箱内#

",

&

#!C

培养后采血管经离心后收集上层血清#

#

&

!]

中保

存
"!E

#更长时间需要在
\#']

条件下保存#采用
)3VN+

方

法检测血清中
VQ[<

*

的释放量)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PN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使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肺结核患者单项检测和联合检测的结果比较
!

结核菌阳

性患者采用
d[=

检测的阳性率高于
%-UT<V

F

M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联合检测的阳性率高于
%-UT<V

F

M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与
d[=

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核菌阴性患者使用联合检测的

阳性率高于
%-UT<V

F

M

和
d[=

的单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表
"

!!

肺结核患者单项检测和联合检测的结果比较

检测方法
结核菌阳性患者$

&5%!

&

阳性$

&

& 阳性率$

7

&

结核菌阴性患者$

&5!#

&

阳性$

&

& 阳性率$

7

&

%-UT<V

F

M #, 6,&!6 %% 6-&$6

d[= %" ."&"- %! -'&.$

%-UT<V

F

M`d[= %% .6&', !' .$&#!

表
#

!!

肺外结核患者单项检测和联合检测的结果比较

检测方法
结核性脑膜炎$

&5#,

&

阳性$

&

& 阳性率$

7

&

结核性腹膜炎$

&5#"

&

阳性$

&

& 阳性率$

7

&

结核性胸膜炎$

&5#.

&

阳性$

&

& 阳性率$

7

&

%-UT<V

F

M ", ,"&$! ", 6,&". #' ,-&.6

d[= #" -'&66 "- -$&6" #6 .%&"'

%-UT<V

F

M`d[= #! .#&%" #' .$&#! #- .,&$$

C&C

!

肺外结核患者单项检测和联合检测的结果比较
!

结核性

脑膜炎患者采用
d[=

检测的阳性率高于
%-UT<V

F

M

#而联合检

测的阳性率高于各单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核性腹膜炎患者使用
d[=

检测的阳性率高于
%-UT<V

F

M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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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的阳性率高于各单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应用
d[=

检测的阳性率高于

%-UT<V

F

M

#而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与
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D

!

讨
!!

论

!!

结核病的主要特点为具有传染性#其发生原因为结核杆菌

感染所致'

%<!

(

)该病高发年龄段为中青年人群#发生在肺部者

概率较高#也会出现其他部分#如脑部*腹部及胸部等'

$<,

(

)呼

吸道传播是主要的途径)结核病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根据结

核杆菌侵袭部位的不同#症状也各不相同#但均会出现全身乏

力*消瘦*夜间盗汗等症状#女性伴有月经紊乱现象#因此#需做

到早期诊断和治疗'

6<-

(

)

%-UT<V

F

M

和
d[=

是
#

种有效诊断结

核病的方法#其中
%-UT<V

F

M

主要是检测血液结核分枝杆菌抗

体#从而判断患者是否具有结核分枝杆菌#而
d[=

检测法具有

高特异性*敏感性的优点#且不受卡介苗接种及机体免疫状态

的影响#目前已被广泛运用'

.<"'

(

)

本研究结核菌阳性患者#采用
d[=

检测的阳性率高于

%-UT<V

F

M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联合检测的阳性

率更高)结核菌阴性患者使用联合检测的阳性率高于各单项

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原因为患者的免疫状态

不同#致使联合检测可互补#显著提高结核病患者的诊断准确

性'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种肺外结核患者#联合检测的阳性

率均高于各单项检测$除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与陈振建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说明结核性

胸膜炎运用
d[=

检测的准确度较高#而其他
#

种患者需要联

合检测)

综上所述#采用
d[=

联合
%-UT<V

F

M

检测结核病患者的

准确性高于各单项检测#结核性胸膜炎可首先采用
d[=

检测)

参考文献

'

"

( 孙海柏#张立#刘佳庆#等
&

结核分枝杆菌
=

细胞斑点试验

在肺结核诊断中的应用'

W

(

&

山东医药#

#'"%

#

$%

$

"%

&!

6$<

66&

'

#

( 陶学芳#王建华#李永兴#等
&

结核感染
=

细胞酶联免疫斑

点试验在肺结核及肺外结核诊断中的价值'

W

(

&

浙江预防

医学#

#'"#

#

#!

$

""

&!

!<6&

'

%

( 梁瑞霞#李鑫
&

结核感染
=

细胞斑点试验在结核诊断中的

应用'

W

(

&

中国实用医刊#

#'"$

#

!#

$

-

&!

#!<#$&

'

!

( 孙钊#罗萍#李波
&#''.

&

#'"%

年北京市西城区非结防机

构报告肺结核病例转诊及追踪情况'

W

(

&

职业与健康#

#'"$

#

%"

$

#"

&!

%''6<%''.&

'

$

( 叶猛#徐贵#何月#等
&=

细胞酶联免疫斑点试验在结核病

诊断中的应用'

W

(

&

中外医学研究#

#'"$

#

"%

$

%'

&!

$6<$-&

'

,

( 白文静#胡型忠#施伎婵#等
&

外周血结核感染
=

细胞斑点

试验在结核病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W

(

&

浙江医学#

#'"$

#

%6

$

"!

&!

"#'.<"#""&

'

6

( 姜君
&

电子计算机
g

线断层扫描引导下经皮肺切割活检

术在疑似肺结核的应用价值及安全性因素分析'

W

(

&

中华

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

#'"$

#

.

$

$

&!

,6!<,66&

'

-

( 侯代伦#渠慧芳#张旭#等
&

多层
*=

延迟期扫描对颅内结

核病灶显示的优势探讨'

W

(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

#

%-

$

""

&!

-"'<-"!&

'

.

( 黄芳#党丽云#孙惠平#等
&

三种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对结

核病诊断价值的比较'

W

(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

#

%-

$

.

&!

,-'<,-$&

'

"'

(孟苏凯#吴振萍#钟达
&

全血
*

<

干扰素释放试验在诊断结

核分枝杆菌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W

(

&

中国防痨杂志#

#'"$

#

%6

$

"#

&!

"#"6<"##'&

'

""

(陈涛#陈亮#李海成#等
&

结核抗原诱导的人外周血细胞因

子调控网络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价值'

W

(

&

中国防痨杂志#

#'"$

#

%6

$

-

&!

-#6<-%$&

'

"#

(陈振建#胡永胜#葛燕
&

*

<

干扰素释放试验诊断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的临床价值'

W

(

&

中国实用医刊#

#'"$

#

!#

$

6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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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克拉玛依地区健康体检者及上消化道疾病患者幽门螺杆菌"

(

/

%的感染情况&方法
!

对该院
#!'!

例健

康体检者"健康对照组%和
,$-

例上消化道疾病患者"患者组%采用"!

*

呼气试验"

"!

*<4O=

%法检测
(

/

感染率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

健康对照组阳性率"

$%&-%7

%明显低于患者组"

6"&-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汉族阳性率明显低于少数民族!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健康对照组女性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克拉玛依地区
(

/

感

染率较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关键词"幽门螺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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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试验$

!

克拉玛依地区

!"#

!

"'&%.,.

"

8

&9::;&",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

"

#'",

%

#'<#."%<'%

!!

幽门螺杆菌$

(

/

&感染是当前引起慢性感染的最常见原

因#大多数的胃部和十二指肠溃疡是由
(

/

感染导致#也是胃

部肿瘤的主要致病因子'

"<%

(

)目前#内镜活检及培养试验是公

认的确诊方法#由于具有创伤性#尚未大规模普及#但是随着

(

/

耐药性升高#以及与胃癌关系的不断阐明#

(

/

高感染率及

胃癌高发地区$尤其是中国&#活检及药物敏感试验将成为临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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