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验要求#为门急诊快速检测提供了硬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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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尿内毒素检测在尿路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邓燕燕!王
!

芳!曲
!

号!唐之俭#

"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检验科!上海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尿液中内毒素水平和尿细菌培养结果作比较!研究其在尿路感染中的诊断价值!以寻找尿路感染时早期'

准确的诊断方法!指导疗效&方法
!

采用动态浊度法鲎试验定量检
"''

份尿液中的内毒素水平!同时进行常规尿培养和鉴定!采

用
[/[[!-$'

软件分析检测结果!采用
?

检验比较不同培养结果之间内毒素检测情况&结果
!

革兰阴性菌组的内毒素结果明显高

于革兰阳性菌组'真菌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尿内毒素检测是一种快速!可靠的诊断革兰阴

性杆菌引起尿路感染的诊断方法!并且对尿路感染用药患者有更好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内毒素$

!

泌尿道感染$

!

尿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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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4

文章编号"

!%-#90!#'

"

"'!-

%

'&9'-'09'"

!!

内毒素是革兰阴性细菌细胞壁的主要组成成分#可引起发

热(微循环障碍(内毒素休克及播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当细菌死

亡裂解后才能释放出来)

!

*

'尿路感染是泌尿系统常见疾病之

一#是由于尿道内大量微生物繁殖而引起的一种疾病#如不及

时治疗会导致慢性感染#而革兰阴性菌是引起尿路感染的主要

细菌'作为诊断尿路感染的金标准#尿细菌培养可提供给临床

感染细菌的数量(药物敏感性及相应的疗效观察'但是尿细菌

培养约需要
"

!

0B

#不能及时为临床提供治疗依据'尿液内毒

素的检测可以提示革兰阴性菌的感染#可以及时地给临床医生

提供诊断和治疗疗效的参考信息'国外报道指出#在使用抗菌

药物治疗时#尿培养细菌可能不生长#但内毒素呈阳性)

"

*

'因

为在抗菌药物治疗期间#细菌死亡后内毒素被释放出来#从而

使测定内毒素比细菌培养可能更敏感'本课题通过尿液中内

毒素水平和尿细菌培养结果作比较#研究其在尿路感染中的诊

断价值#以寻找尿路感染早期(准确的诊断方法#从而指导

疗效'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采集
!

受检者留取清洁中段尿约
!'CT

于无菌尿

杯中并及时送检'男性需清洗尿道口#女性需清洗外阴后留取

标本'收集
"'!0

年
%

月至
"'!&

年
%

月医院住院部疑似或确

诊尿路感染患者的中段尿进行尿培养#按尿培养的检测结果分

为革兰阴性菌组(革兰阳性菌组(真菌组和无菌组'另外收集

&'

例体检的健康人的中段尿作为对照组#进行内毒素检测'

?$@

!

仪器与试剂
!

主要仪器包括
+29,'[

型微生物动态快速

测定系统(

:'!

智能恒温仪#以及
+6EH;[E?8f?DK4L?

I

9

A

DF7

全

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系统#配套试剂为德国西门子公司产品'

另外还有无热源真空管(吸头(平底试管等'内毒素质控品和

无热源内毒素检测用水$

2V:

&均购自北京金山川科技发展

公司'

?$A

!

检测方法
!

$

!

&尿培养!细菌培养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

规程/要求#取
!'

#

T

混匀尿标本#无菌接种血平板#置
#&m

孵

育
"0@

#进行菌落计数#中段尿培养格兰阴性杆菌
%

!'

0

"

CT

#

革兰阳性球菌
%

!'

#

"

CT

#真菌
%

!'

#

"

CT

为有临床意义#判断

为尿培养阳性'$

"

&内毒素测定!对每份做培养的尿液均同时

采用
+29,'[

以动态浊度法检测其内毒素水平#注意严格无菌

操作'因系统检测上限为
&'''

A*

"

CT

#如测出
%

&'''

A*

"

CT

#则稀释标本后再测试#直至得出具体数值'血内毒

素
$

!'

A*

"

CT

为阴性#

!'

!

"'

A*

"

CT

临床观察#

%

"'

A*

"

CT

为阳性'尿内毒素的临界值范围未确定#需进一步研究#本次

试验根据结果以
%

#''

A*

"

CT

为阳性'

?$B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结果采用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

[/[[!-$'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比较不同培

养结果之间的内毒素检测结果的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份尿液培养标本#按照培养结果分为革兰阳性菌组(

革兰阴性菌组(真菌组(无菌组(空白对照组#测定各组尿内毒

素水平#见表
!

'无菌组的内毒素水平不符合正态分布#

%

#''

A*

"

CT

的有
!"

例#

$

#''

A*

"

CT

的有
"'

例'以内毒素值
%

#''

A*

"

CT

为阳性#判读各组的结果#见表
"

'可以看到尿培

养革兰阴性菌的内毒素测定结果全部阳性#而无菌组里面也有

!"

例阳性'经过统计学分析#革兰阴性菌组与革兰阳性菌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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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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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毒素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

#

!

$

'$''!

&#

革兰阴性菌组与真菌组比较内毒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革兰阴性菌组的内毒素明显高于对照

组$

?\%$!,&

#

!

$

'$''!

&'以内毒素水平的对数值为纵轴#各

组作为横轴#可以更明显地观察到各组内毒素值的差异#见图

!

'无菌组有部分$

!"

例内毒素水平
%

#''

A*

"

CT

&和革兰阴性

菌组有重叠#均
%

#''

A*

"

CT

'

表
!

!!

尿内毒素测定值#

A*

)

CT

$

组别
-

内毒素

测定值 平均值

革兰阳性菌组
#" !$#,

!

"-$&( %$(-

革兰阴性菌组
-! #(($&,

!

#-%&0$&, -%("$"(

真菌组
!& "$%,

!

0%$(' !&$!(

无菌组
#" !$''

!

,-%($0% #,,($#

对照组
&' !$''

!

&$#0 !$,&

表
"

!!

尿内毒素定性结果#

-

$

组别 阳性 阴性

革兰阳性菌组
' #"

革兰阴性菌组
-! '

真菌组
' !&

无菌组
!" "'

对照组
' &'

图
!

!!

内毒素分组检测情况的箱式图

A

!

讨
!!

论

!!

一直以来#革兰阴性菌仍然是泌尿道感染的主要致病菌'

目前#针对泌尿道感染的检验方法主要为尿培养#其优点为可

鉴定致病菌到种#并可以提供药物敏感试验结果'但其缺点也

很明显#即培养时间较长#一般为
"

!

0B

#无法提供及时的检

验结果#对临床的早期诊断和抗感染治疗的指导不够及时'尿

培养对送检标本也有要求#已使用抗菌药物后留取尿标本也容

易造成假阴性的结果)

#

*

'

尿内毒素的测定具有速度快和敏感性高的
"

个优势)

0

*

'

可以提示革兰阴性菌的感染#

0

!

&@

出结果#可以及时地给临

床医生提供诊断和治疗疗效的参考信息'此次试验#尿培养结

果为革兰阴性菌组的内毒素结果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组(真菌

组和空白对照组#这是由于内毒素是革兰阴性菌细胞壁中的脂

多糖组分#当细菌死亡裂解后才能释放出来)

!

*

'这样一来#对

于革兰阴性菌致病的尿路感染患者而言#检测尿内毒素就已经

可以确定是否革兰阴性菌感染#可以常规用药治疗'然而一直

以来很多患者到临床医生那#只要有尿感症状结合尿常规白细

胞升高就直接经验用药#等到尿培养结果出来再调整用药方

案#这样会导致某些患者抗菌药物使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产

生耐药性#延误患者病情'

在本次研究中#并不能给出尿内毒素的阳性临界值#只是

根据本次试验结果结合国外文献)

"

*报道$

%

'$-Vg

"

CT

&#以

内毒素
%

#''

A*

"

CT

为阳性#考虑到临床已适用的血内毒素
$

!'

A*

"

CT

为阴性#

!'

!

"'

A*

"

CT

临床观察#

%

"'

A*

"

CT

为阳

性#而尿内毒素应该高于血内毒素#直接沿用血内毒素范围并

不合适#尿内毒素的临界值范围需进一步研究'试验中发现尿

培养结果为阴性的患者也有相当一部分$

!"

"

#'

&的尿内毒素结

果为阳性$

%

#''

A*

"

CT

&#这说明在使用抗菌药物治疗时#尿

培养细菌可能不生长#但内毒素仍呈阳性'因为在抗菌药物治

疗期间#细菌生长被抑制#而细菌死亡后内毒素被释放出来#从

而使测定内毒素比细菌培养更为敏感)

&9-

*

'试验中的这
!"

例

患者应该是已经用过抗菌药物$联系过临床确认有
,

例检测前

已用过抗菌药物#其余几例未能确认&#根据内毒素结果有可能

还需要继续用药巩固疗效'下一步可以扩大样本量#确定尿内

毒素的临界值#进一步研究内毒素指导治疗用药的价值'

测定尿内毒素可以对革兰阴性菌引起的尿路感染作出快

速诊断#且不受测定前是否使用抗菌药物的影响#从而指导临

床早期实施针对病原治疗#有利于取得较理想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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