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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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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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调查分析

冯
!

琴!左强强!袁新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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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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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V;BW3@KX>E

!

IHB1K>G#'",

!

Y12&%6

!

Q1&#'



治疗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呼气实验及粪便
(

/

抗原检查依

然是目前首选推荐的无创检查方法)克拉玛依地区为中国西

北部石油钻探炼化的主要基地#

(

/

感染导致的消化系统疾病

越来越多#因此调查该地区
(

/

感染现状#为进一步采取防治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健康体检者
#!'!

例$健康对照

组&#年龄
"-

&

6$

岁%男
",'.

例#女
6.$

例%汉族
##!6

例#维

吾尔族
"'#

例#哈萨克族
%,

例#其他少数民族
".

例#排除无上

消化道手术史#且在检查前
#

周未使用抗
(

/

药物)选取上消

化道系统疾病患者
,$-

例$患者组&#年龄
"-

&

6$

岁#慢性胃炎

,'!

例#上消化道溃疡及消化功能不良
$!

例%汉族
$!"

例#维

吾尔族
6%

例#哈萨克族
%'

例#其他少数民族
"!

例)

B&C

!

检测方法
!

采用"!

*

呼气试验法!即受测者检查前禁食
,

C

以上#温水口服"!

*<

尿素胶囊
"

粒#静坐
"$

&

#$09;

后开启

*I

#

集气卡#受试者通过吹气$力度要适中&)当
*I

#

集气卡

的蓝色圈变为无色时停止吹气约
%'09;

)做好标记#上机

检测)

B&D

!

判断标准
!

"!

*

检测功能仪检测
E

/

0

&

"..

诊断为阳性

$

(

/

感染&#

E

/

0

$

..

诊断为为阴性$

(

/

阴性&)

B&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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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使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

组研究对象
(

/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

健康对照组阳性

"#.!

例#阳 性 率
$%&-%7

%患 者 组 阳 性
!6%

例#阳 性 率

6"&--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
(

/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7

&

健康对照组
#!'! "#.! $%&-%

患者组
,$- !6% 6"&--

C&C

!

健康对照组不同性别
(

/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

健康对照

组男性阳性
6.'

例#阳性率
!.&""7

#女性阳性
$'!

例#阳性率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健康对照组不同性别
(

/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性别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7

&

男性
",'. 6.' !.&""

女性
6.$ $'! 6"&--

C&D

!

健康对照组各年龄段
(

/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

%$

&

!$

岁阳性率最高#与其他年龄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阳性率在各年龄组的分布中并非逐渐升高'

!

(

#而呈正态

分布)患者组各年龄段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C&H

!

健康对照组各民族
(

/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

健康对照组

汉族阳性
"",,

例#阳性率
$"&-.7

#维吾尔族阳性
.'

例#阳性

率
--&#!7

#哈萨克族阳性
#.

例#阳性率
-'&$,7

#其他少数民

族阳性
"!

例#阳性率
6%&,-7

)患者组汉族阳性
%!%

例#阳性

率
,-&.$7

)

#

组研究对象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阳性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健康对照组各年龄段
(

/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年龄段$岁&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7

&

"-

&

#$ ""% ,6 $.&#.

#$

&

%$ "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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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6# !'' !$&-6

,$

&

6$ 6#, %%! !,&""

表
!

!!

健康对照组各民族
(

/

感染检测结果比较

民族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7

&

汉族
##!6 "",, $"&-.

维吾尔族
"'# .' --&#!

哈萨克族
%, #. -'&$,

其他少数民族
". "! 6%&,-

D

!

讨
!!

论

!!

(

/

是常见感染细菌#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主要致

病菌)有研究表明#也与胃部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中国约有

,'7

的人群感染
(

/

'

$<6

(

)该菌呈地区差异*民族差异等#目前

(

/

耐药性在全国范围内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多重耐

药'

-

(

)但有研究发现#部分地区
(

/

针对主要抗菌药物的耐药

率变化不明显#也为抗菌药物的使用和减少耐药菌的产生提供

支持'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克拉玛依地区健康对照组阳性率

$%&-%7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且主要集中于
#'

&

$'

岁#尤其是

%$

&

!$

岁阳性率高达
6$7

#值得重视)与少数民族比较#汉族

感染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新疆其他地区

统计结果相似'

$

(

)本研究结果与国外对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和

印第安人等
(

/

感染率研究的结果相似'

"'

(

)可能与新疆少数

民族的居住条件*卫生*饮食*生活习惯有关#需加强筛查防治

的措施)克拉玛依地区的少数民族居住条件*饮食卫生状况等

均与该地区汉族相似#因此本研究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及其他

少数民族是否存在
(

/

的易感基因#以利于进一步研究该菌的

感染机制#更有效地保护易感人群)患者组阳性率明显高于健

康对照组#说明
(

/

与上消化道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健康对照组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全国统计数据不一致'

""

(

%但与国外的一项统计一

致'

"#

(

)提示存在明显的地域特点#需要进一步统计分析并进

行有针对性的筛查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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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血液病患者人巨细胞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徐
!

爽!吕晓丽!邹菊贤!杨文青!李锐成!沈建军!张惠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临床实验与检验科!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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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血液病患者人巨细胞病毒"

(*XY

%感染情况&方法
!

选取该院
-

种血液病患者共
#6!

例!采用实时

荧光定量
P*S

法对患者血液或尿液进行
(*XYTQ+

检测&结果
!

血液病患者感染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33

!

%.&!67

%'急性混合型白血病"

+3

!

#-&$67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Q33

!

#,&"$7

%'再生障碍性贫血"

++

!

#'&%!7

%'

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XTN

!

"!&#.7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X3

!

"%&,!7

%'三系血细胞减少"

'&!'7

%!

".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

"

Q(3

%未检出
(*XY

感染&

#6!

例患者总阳性率达
"%&-67

!其中
+3

阳性率最高"

#%&'#7

%&肿瘤患者
(*XY

感染率高于非

肿瘤患者!感染率分别为
#!&-$7

和
"%&6,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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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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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血液病患者
(*XYTQ+

载量均值

为
$&''k"'

%

V4

(

03

!最高达
"&#.k"'

,

V4

(

03

&结论
!

-

种血液病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
(*XY

感染!且肿瘤患者较非肿瘤患者

感染率更高&

关键词"血液病$

!

人巨细胞病毒$

!

实时荧光定量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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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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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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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巨细胞病毒$

(*XY

&属
+

疱疹病毒亚科#属广泛传播

的机会致病病毒#在人群中血浆免疫球蛋白
M

$

V

F

M

&抗体阳性

率为
!'7

&

"''7

'

"

(

)免疫功能正常者初次感染后无症状#大

部分病毒被免疫系统清除#少部分呈潜伏状态#但当抵抗力下

降#潜伏病毒被重新激活#引起活动性感染甚至致死性损伤#其

中血液系统是其感染的主要受累部位之一'

#<%

(

)

(*XY

干扰

造血功能#使造血细胞增殖和分化#导致间质性肺炎病死率高

达
-'7

以上'

!<$

(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为病毒感染

诊断开辟了新途径#其中实时荧光定量
P*S

法因其灵敏*特

异*光谱技术敏感及精确定量的特点得到广泛应用)该技术全

程全封闭反应#从根本上解决
P*S

扩增产物污染问题#具有较

高的灵敏度*特异度*精确性#高效率*污染小等特点#为临床及

科研提供及时*准确*可靠的实验室数据'

,

(

)现应用实时荧光

定量
P*S

法检测
-

种血液病患者
(*XYTQ+

#报道如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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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住院

血液系统疾病患者
#6!

例#其中急性混合型白血病$

+3

&

#"

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X3

&

##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33

&

%-

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Q33

&

,$

例#非霍奇金

淋巴瘤$

Q(3

&

".

例#三系血细胞减少
%,

例#骨髓异常增生综

合征$

XTN

&

"!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

++

&

$.

例)

B&C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美国
+OV<6$''

型实时荧光定量

P*S

扩增仪#人巨细胞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由中山大学达安

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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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

"

&血液标本!抽取患者血液
%03

#

!'''G

"

09;

离心
$09;

#吸取血清
"''

(

3

置于
'&$03

无菌
)

//

>;E1GD

管

内#加入等量
TQ+

提取液振荡混匀#

"'']

恒温处理
"'09;

#

"#'''G

"

09;

离心
$09;

#上清液备用)$

#

&尿液标本!嘱患者

用无菌生理盐水或洁净清水冲洗外阴部后留取初尿液$晨尿&

于无菌尿杯中)$

%

&非血性尿标本!将尿液倒入无菌干燥管#

"!'''G

"

09;

离心
$09;

#弃上清液#沉淀中加无菌生理盐水#

振荡混匀#

"!'''G

"

09;

离心
$09;

#弃上清液留沉淀)$

!

&血

性尿标本!将尿液倒入无菌干燥管#

"!'''G

"

09;

离心
$09;

#

弃上清#沉淀中加无菌去离子水振荡混匀#

"!'''G

"

09;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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