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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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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一种微生物!

它被认为是最小的可在无生命培养基上生存的原核细胞型微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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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可引起肺炎支原体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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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播散

途径通过飞沫在空气中以气溶胶微粒的形式传播!所以非常易

于传播"

A?

感染是引起呼吸道感染常见的病因!虽然任何年

龄均可发生!但以儿童最多见!老人感染
A?

也常见到"近年

来
A??

发病率越来越高!特别是难治性
A??

的相关报道也

越来越多"临床实验室指标多以抗
A?

抗体
6

N

A

#

6

N

7

检测为

主!鲜有自身抗体在
A??

诊断中的应用报道"本文主要探讨

了抗中心粒抗体)

4"4

*检测在难治性
A??

诊断中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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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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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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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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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AA?

患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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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住院

及门诊患者!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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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健康体检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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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门诊体检健康者!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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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

研究对象分为
)

个组&

A??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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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依据患儿病史#临床表

现#体格检查及胸部
`

线检查结果!以及血
A?

抗体#血常规

检查等结果!以$实用儿科学)第
+

版*%为诊断依据做出诊断!

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效果好"难治性
A??

组!

&*

例!以临床共

识为诊断依据!难治性
A??

目前尚无确切定义!但临床基本达

成以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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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

周左右后!患

儿病情仍未见好转的!即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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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儿患有严重肺部病变!同时伴肺外多系统损害!即合并肺外多

系统并发症且病情重+)

)

*病程一般大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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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常常迁延不

愈!且多为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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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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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体检健康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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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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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及处理
!

对照组早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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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空腹

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后于当天检测"

A??

组及难治性
A??

组分别于入院当天或次日清晨采血!并于当日检测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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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仪器&尼康数码荧光显微镜
@-Y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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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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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由欧蒙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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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
!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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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4"4

"生

物薄片以
!=?13

细胞作为基质细胞!与猴肝切片组成检测体

系"

&((

倍稀释后的受检血清加入生物薄片反应板上!血清中

4"4

抗体与检测体系反应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与
\65"

标

记的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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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反应!形成在荧光显微镜下可看到的独特荧

光"分裂期细胞在纺锤体两极若见到分别有一明亮斑点!或间

期细胞在近核膜处可见
&

个或
3

个亮斑点!即为阳性!滴度为

&h&((

"若滴度很高!可做
&h&(((

稀释"滴度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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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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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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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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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
!

3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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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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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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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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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比较
!

A??

组#难治性
A??

组与对

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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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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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
A??

组与对照组间
4"4

阳性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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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与难治性

A??

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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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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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度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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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中!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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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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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总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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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
&h&(((

高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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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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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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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和对照组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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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均为
&h&((

滴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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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度仅有
)

例!全部出现在难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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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该组中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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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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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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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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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A?

感染率高达
*$+L

"

++$0L

!且呈明显上升

趋势!难治性
A??

发病率上升趋势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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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难治

性
A??

复发率高!且具有治疗难度大#病程长等特点!若治疗

不及时!常导致严重肺内外并发症!如支气管扩张#闭塞性细支

气管炎#遗留肺不张等!甚至引发致死性肺炎"因此!临床需要

更多有助于难治性
A??

的诊断帮助"

纳入本研究的
0'

例儿童中!

4"4

阳性率从对照组#

A??

组#难治性
A??

组随
A?

感染的加重而逐渐升高!难治性

A??

组
4"4

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
A??

组"这也与发生

难治性
A??

时!患儿机体免疫机制紊乱!大环内酯类药物疗

效不佳!易出现肺外并发症有关"难治性
A??

的发生机制!

目前尚不明确!一般以免疫紊乱学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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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细胞#体液免

疫相关"难治性
A??

与机体对支原体感染的免疫炎性反应

强烈相关!过度的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引发的细胞因子瀑布反

应可造成肺内炎症加重!进一步导致肺损伤"难治性
A??

进

一步导致炎症程度加重!同时在肺外器官受累中!这种免疫紊

乱也起到重要作用"患儿必须得到及时诊断!才能有效治疗!

否则会危及患儿的安全"耐药机制也是导致难治性
A??

的

可能机制"目前已分离出对大环内脂类药物的耐)下转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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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JA

株#

JA

的耐药机制可从主动排泄(药物灭活(靶位改变

等几方面产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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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合并感染也是难治性
JAA

产生的

可能机制#这是因为
JA

感染时由于黏膜
-

纤毛清除系统损害#

机体抗感染能力下降#或者机体已被其他病原体感染#

K8K

作

为机体自身抗体一种#因
JA

感染导致机体免疫紊乱而升高#

因此#血清
K8K

的显著升高可提示难治性
JAA

的存在'

K8K

是以中心粒刺激机体产生的自身抗体'中心粒是细

胞间期中的胞质微管复合体#其在极性确定(细胞极性维持(胞

内转运(细胞运动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在细胞分裂期复合体

的功能决定着很多细胞周期事件$

#

%

'实验室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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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K8K

#在荧光显微镜下可见
#

种形态)

!

个中心粒或者
%

个互

相靠近中心粒或者分裂期时位于两极的中心粒'一般以分裂

期及呈纺锤状多见'有文献报道#

K8K

可在丙型肝炎(

JAA

等患者血清中检测出
K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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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K8K

检测的临床意义尚

不明确#临床实验室一般忽视其检测'

本研究的
21

例儿童中#

K8K

总阳性率并不高#仅为

!2'$&(

#但难治性
JAA

患儿的
K8K

阳性率高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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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K8K

滴度检测以低滴度为主#

难治性
JAA

组也仅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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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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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因样本量所限未检出高滴度!

"

!Q!+++

"'

综上所述#

K8K

阳性提示肺外损伤的出现或加重#特别对

难治性
JAA

的诊断有着不可忽略的提示作用#对难治性
JAA

的诊断有重要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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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时间和空间'可借鉴新的教学形式#如慕课#微课#翻转课

堂等形式来弥补和完善传统细胞形态学教学的不足$

$

%

#使学生

拥有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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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对学生在今后医学工作中诊

断能力的提升和科研深造是非常重要的'

!

!

结
!!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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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涂片形态学是实验诊断学的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

点#应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内容的设置和改进'理论课及实

验课的教学可结合病例式教学及多媒体教学#使教学内容形象

生动#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增强学生的兴趣感和积极性&同时

教师可借鉴新的网络教学形式!微课(慕课等"#与传统的教学

方法相呼应#引导学生进行形态学的多元化(多平台的学习'

此外#教学中应注重学生临床诊断思维的培养#提高临床实践

的综合能力'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教学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完善#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才能培养更多的形态学人才#推动血细胞

形态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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