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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血糖仪检测的血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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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的血糖值为$

6&."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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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静脉血

清血糖比末梢血血糖高
-&-7

#

#

种检测方法的结果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

组检测结果相关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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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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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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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应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因为长期

的高血糖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并

发症#同时低血糖也可造成昏迷等严重后果'

%

(

)目前糖尿病主

要是控制血糖达标和平稳#可明显降低或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

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因此血糖监测十分重要'

!

(

)快速血糖

仪是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血糖的重要手段#其与大型生化分析

仪比较#具有操作简便*体积小*携带方便*获取结果快等优

点'

$

(

)但快速血糖仪的测定值与生化分析仪的检测结果有差

异'

,<6

(

)

快速血糖仪检测包括红细胞在内的全血中葡萄糖含量#而

实验室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内葡萄糖含量)由于葡萄糖溶于

自由水#而红细胞中所含的自由水较少#所以全血葡萄糖含量

比血清或血浆葡萄糖低#且受红细胞比容影响#所以血清或血

浆测定结果更为可靠)由于血清标本中不含红细胞#因此静脉

血清血糖大于末梢血血糖#且血糖仪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存

在#如采血量不够#局部过度挤压导致组织液渗出混入#消毒皮

肤的乙醇未干*未用定标条定标#试剂条保存不当等)

空腹血糖正常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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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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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静脉血清血糖#

血清血糖值比全血血糖值高'

-<.

(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化分析

仪检测血糖值高于末梢血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因此末梢血空腹血糖大于
,&"0012

"

3

#提示空腹血糖

受损#引起重视#必要时做静脉血清糖耐量试验#避免糖调节受

损或糖尿病患者的漏诊)

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快速血糖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血糖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两者相关性好$

<5'&.-"$

&)

快速血糖仪具有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可以自测及快速获取结

果等优点#为患者疗效观察*控制用药量及急诊鉴别诊断提供

方便#为监测血糖最理想*最有效的工具)应严格规范操作#提

高准确性#控制病情)但快速血糖仪检测结果#不能代替静脉

血清的检测结果#临床医师应提示患者在监测过程中不要过分

依赖快速血糖仪#应定期到医院复查#与生化分析仪的检测结

果进行比对#以提高快速血糖仪的准确度)为更好地发挥快速

血糖仪的作用#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标准化委员会颁布的0便携

式血糖仪血液葡萄糖测定指南1

'

"'

(

#提出血糖仪室内*室间质

量控制及管理措施#规范临床血糖仪的使用#保证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每年应由厂家对仪器进行校准#对其进行全面质量控

制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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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检测细菌性阴道病的对比分析

杨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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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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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唾液酸酶法"仪器法%和
+0:>2

法检测细菌性阴道病"

OY

%的敏感性'特异性和总符合率&方法
!

采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该院妇科门诊就诊的疑似
OY

患者&结果
!

,""

例患者采用唾液酸酶法检出阳性
#$#

例!使用

+0:>2

法检出阳性
#$-

例!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

种方法检测
OY

的敏感性'特异性和总符合率均较高!可

以作为检测该病的有效辅助诊断方法&

关键词"细菌性阴道病$

!

唾液酸酶法"仪器法%$

!

+0:>2

检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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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O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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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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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性阴道病$

OY

&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

病#由于人群不同其发病率也不同'

"

(

)有文献报道#生育期女

性
OY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青春期和更年期#认为应针对
OY

的

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干预'

#

(

)另外有些患者可无任何

症状#因此诊断是否
OY

有较大的临床意义)唾液酸酶是引起

OY

加德纳菌分泌的一种特异性胞外酶#由于正常阴道中不存

在能分泌此酶的致病菌#所以唾液酸酶法检测时不会显色)患

病时此酶可通过致病菌排泄至阴道分泌物中#与含有细菌唾液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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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酶专一特异的生色底物反应#生成蓝色反应产物'

%

(

)传统

OY

诊断标准是采用
+0:>2

法检测'

!

(

)现对
#

种方法的检测

结果进行比较)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标本均来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

院妇科门诊就诊的疑似
OY

患者#共
,""

例#年龄
#'

&

$$

岁)

标本要求!$

"

&抗菌药物使用前采集标本)$

#

&采集后
%'09;

内送检#防止拭子干燥)$

%

&注明采样时间和检验目的)

B&C

!

标本采集
!

将窥阴器插入阴道#用女性拭子从阴道侧壁

或后穹隆处取分泌物#共取
#

个拭子#

"

支用于仪器唾液酸酶

检测#另
"

支用于
+0:>2

标准方法检测)

B&D

!

仪器与试剂
!

江元医疗
+=<",''

全自动细菌性阴道病

检测仪)

#&$012

"

3RI(

溶液和
/

(

试纸#细菌性阴道病测

定试剂盒$广州江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江元医疗
+=<

",''

全自动细菌性阴道病检测仪)

B&H

!

方法
!

$

"

&

+0:>2

法!

1

观察白带性状分泌物#若为牛奶

状稀薄及有异味为阳性)

2

镜检检查线索细胞#载玻片上加少

量生理盐水后取相应阴道分泌物混合#盖上盖玻片在高倍显微

镜下镜检#若见到上皮细胞边缘呈锯齿状#核模糊不清#其上附

着大量细菌为阳性)

3

胺试验采取阴道分泌物少许置于载玻

片上#加入
#&$012

"

3RI(

溶液
"

&

#

滴#若有鱼腥臭气味为

阳性)

4/

(

值检测使用
%&-

&

$&!

试纸一片置于载玻片上#

将阴道分泌物涂于试纸中部#马上观察试纸颜色变化)若

/

(

%

!&$

为阳性)以上
!

项中若有
%

项阳性就判断为
OY

)

$

#

&唾液酸酶法$仪器法&!根据仪器操作规程进行严格操作)

B&I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PN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比较使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

种方法检测
OY

的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检测
OY

的结果比较#

&

$

检测方法 阳性例数 阴性例数 合计

唾液酸酶法$仪器法&

#$# %$. ,""

+0:>2

法
#$- %$% ,""

C&C

!

#

种方法检测
OY

的相关性分析
!

见表
#

)

表
#

!!

#

种方法检测
OY

的相关性分析#

&

$

检测方法
+0:>2

法阳性
+0:>2

法阴性 合计

唾液酸酶法$仪器法&阳性
#!,+ ,O #$#

唾液酸酶法$仪器法&阴性
"#* %!6T %$.

合计
#$- %$% ,""

!!

注!

+

表示
#

种方法均为阳性%

O

表示唾液酸酶法$仪器法&为阳

性#

+0:>2

法为阴性%

*

表示
+0:>2

法为阳性#唾液酸酶法$仪器法&为

阴性%

T

表示
#

种方法均为阳性)

D

!

讨
!!

论

!!

OY

检测以
+0:>2

法为参考方法#使用唾液酸酶法$仪器

法&诊断
OY

的敏感性为
.$&%7

$

#!,

"

#$-

&#特异性为
.-&%7

$

%!6

"

%$%

&#总符合率为
.6&"7

$

$.%

"

,""

&#

#

种方法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

#

种检测结果有较高一致性#与刘自桦

等'

$

(和马玉楠'

,

(报道相似)

OY

唾液酸酶法检测方法较简单*方便#减少人为因素影

响#该方法通过观察颜色的改变#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人为因素

的干扰)特别是采用全自动细菌性阴道病检测仪#进一步减少

人为误差#但存在个别标本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可能与阴道分

泌物本身因素有关#如含有加德纳菌等)

OY

临床诊断以
+0<

:>2

法为.金标准/#但这种传统方法易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检

验者对线索细胞的识别和对气味的敏感性#其诊断方法之一是

根据分泌物中的鱼腥臭味$厌氧菌的氨基酸代谢产生胺类物质

所致&

'

6

(

)由于胺试验中对气味的鉴别也因人而异#很难将判

定进行标准化#另外#如白带混合其他感染#标本中的
/

(

和气

味也会发生改变#因此会缺乏系统的可比性#质量控制也就比

较困难)

近年来研究证实#通过检测细菌的某些代谢产物来诊断

OY

更加快速*可靠#其中唾液酸酶具有代表性'

-

(

)唾液酸酶

法代替传统
+0:>2

法可减少主观因素影响#操作易于标准化#

且不受阴道毛滴虫病*生殖器念珠菌病*淋病等影响'

.<"'

(

)唾

液酸酶是
OY

患者阴道致病菌产生的特异性酶之一#阴道分泌

物中唾液酸酶活性与
OY

发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唾液酸酶

法操作快速*客观性强#结果稳定可靠易判读#又可批量操

作'

""

(

)而唾液酸酶法$仪器法&检测
OY

#具有操作更加方便*

容易标准化和进一步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反应时间的有效

控制及比色的判断误差#有利于质量控制)本研究结果显示#

唾液酸酶法$仪器法&的敏感性*特异性*总符合率与
+0:>2

法

比较均较高#具有很好的诊断有效性)由于唾液酸酶法$仪器

法&对工作人员要求较低#操作方便可靠且便于质量控制#所以

适合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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