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临床上应按照病原菌和耐药性检

测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以降低对新耐药株的形成

和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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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释放试验对脊柱结核的诊断效果评价"

郭琪琼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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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
3

细胞
-

+

干扰素释放试验"

3+T]V3!3W

$对脊柱结核的诊断效果%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骨科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是否确诊脊柱结核分为脊柱结核组

和对照组"疑似脊柱结核但非脊柱结核$组!其中脊柱结核组
*#

例!对照组
(*

例%对所有患者进行结核斑点金

免疫渗滤试验"

3W+KV3

$&结核分枝杆菌
KP2

"

3W+KP2

$

]G1

和
3+T]V3!3W

法检测!比较各种检测方法的特

异度和灵敏度%结果
!

3+T]V3!3W

法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3W+KV3

法和
3W+KP2]G1

法!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R

$%

3W+KV3

&

3W+KP2]G1

&

3+T]V3!3W

法检测灵敏度分别为
R0!%*Z

&

0)!%(Z

&

&R!0%Z

!特

异度分别为
RR!R)Z

&

)$!$Z

&

&)!)0Z

!

3+T]V3!3W

法灵敏度特异度明显高于
3W+KV3

&

3W+KP2]G1

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R

$%结论
!

3+T]V3!3W

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对脊柱结核的早期诊断有

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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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造成误诊)漏诊现象的发生#

%+#

$

"患有脊柱化脓

性骨髓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先天性脊

柱畸形)脊柱退行性变)脊柱肿瘤的患者常被误诊为

脊柱结核"结核斑点金免疫渗滤试验%

3W+KV3

&)结

核分枝杆菌
KP2

%

3W+KP2

&

]G1

检测是目前常见的

检测脊柱结核的方法!具有快捷)简便等优点!但是因

特异度)灵敏度低!并且标本采集困难!影响了脊柱结

核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因此!选取特异度)灵敏度高

的试验方法对于脊柱结核的诊断)治疗尤为重要#

'+R

$

"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3

细胞
-

+

干扰素释放试验%

3+

T]V3!3W

&是一项新的诊断结核的免疫学方法!它的

原理是应用酶联免疫斑点技术检测机体内
1K%

区编

码抗原
S2T3+)

和
GJ]+%$

肽段库刺激后释放
-

+

干扰

素的特异性
3

细胞数量来判断是否感染结核分枝杆

菌#

)+0

$

"

3+T]V3!3W

具有灵敏度高)快速高效等特

点!其诊断价值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研究对确诊的

脊柱结核病例及脊柱结核疑似病例分别运用
3W+

KV3

)

3+T]V3!3W

)

3W+KP2]G1

方法进行检测!比

较各检测方法的效果!分析
3+T]V3!3W

在脊柱结核

诊断治疗过程中的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

本院接受治疗的
%')

例骨科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是

否确诊脊柱结核分为脊柱结核组和对照组%该组病例

疑似脊柱结核但非脊柱结核&!对患者采用双盲分组

方法!其中脊柱结核组
*#

例!对照组
(*

例"脊柱结

核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R!#a

#!0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病程
*!0

个月,脊柱结

核组病变部位'颈椎
#

例)颈胸交界区
)

例)胸椎
%*

例)胸腰交界区
%$

例)腰骶椎
%$

例!病变累及单个椎

间隙及相邻椎体
#&

例)累及
*

个椎间隙及相邻椎体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

岁!平

均%

*)!*a'!%

&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R

&"脊柱结核组纳入标准'%

%

&

经影像检查及病理特征检测确诊,%

#

&抗痨治疗少于
#

周,%

'

&无
L̂M

感染现象"对照组纳入标准'%

%

&无结

核杆菌感染,%

#

&经影像检查无结核感染特征,%

'

&

'

个

月内没有与结核患者接触,%

*

&患有脊柱化脓性骨髓

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脊柱退行性变等

疾病"排除标准'其他部位出现结核的患者"

>!D

!

仪器与试剂
!

G3N

公司酶联斑点分析仪,

3W+

KV3

结核抗体试剂盒%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产品&,

3W+KP2]G1

检测试剂盒%上海奥普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产品&"

>!E

!

方法

>!E!>

!

3+T]V3!3W

检测
!

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

抽取
RDN

外周抗凝血!用淋巴细胞分层液分离)提纯

单个核细胞%

]WOG

&!调节细胞浓度至
#!Rj%$

)

(

N

"

每份标本需要用到
*

个检测孔'在阴性对照孔内加入

细胞培养液
R$

"

N

,在阳性质控对照孔内加入阳性对

照
]̂ 2R$

"

N

,在
#

个测试孔内分别加入
ST23+)

抗

原和
GJ]+%$

抗原各
R$

"

N

"分别在上述孔内!加入

%$$

"

N#!Rj%$

)

(

DN

的
]WOG

"将微孔板放人

%

'0a%

&

b

含
RZ GV

#

的培养箱中孵育
%)

!

#$4

"洗

板后!加入配制的标记抗体工作液
R$

"

N

!于
#

!

&b

孵育
)$D-/

"再次洗板后!加入底物溶液
R$

"

N

!于室

温中显色反应
0D-/

!用双蒸水洗涤各孔终止反应"

在孔内可见有深蓝色清晰的斑点"将微孔板避光放

在通风环境下或
'0b

温箱中干燥"应用酶联斑点分

析仪计数着色的斑点"判断结果检测'若空白对照孔

斑点数小于
%'

!检测孔斑点数减去空白孔斑点数不低

于
%)

!判断为阳性,若空白对照斑点数不低于
%'

!

#$

!任意一个孔斑点数不低于空白孔检测斑点数的
#

倍!判断为阳性,若空白对照斑点数大于
#$

!判断结果

无效!需重新检测"

>!E!D

!

3W+KV3

检测
!

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抽取

RDN

静脉血!对静脉血进行分离!按照
3W+KV3

试剂

盒说 明 书 进 行 检 测!滤 膜 中 央 出 现 红 色 圆 点

则为阳性"

>!E!E

!

3W+KP2]G1

检测
!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操作!对患者病变部位进行标本提取!对提取标本

核酸进行
]G1

扩增及核酸检测"

>!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TT%(!$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Oa2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或频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R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

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R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年龄%岁&

性别%

'

&

男性 女性

病程%

'

&

#

)

个月
(

)

个月

脊柱结核组
*R!#a#!0 ## #$ #* %&

对照组
*)!*a'!% *) *& )$ '*

3

(

!

#

%!&0R #!(%0 #!$*(

; $!$R) $!$0# $!%0*

D!D

!

3W+KV3

)

3+T]V3!3W

)

3W+KP2]G1

对脊柱

结核的诊断效能比较
!

*#

例脊柱结核患者!采用
3W+

KV3

)

3W+KP2]G1

)

3+T]V3!3W

方法!阳性检出率

分别为
R0!%*Z

%

#*

(

*#

&)

0)!%(Z

%

'#

(

*#

&)

&R!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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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h)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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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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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KV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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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V3!3W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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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分别为
R0!%*Z

)

0)!%(Z

和
&R!0%Z

!特异度

分别为
RR!R)Z

)

)$!$Z

)

&)!)0Z

!

3+T]V3!3W

灵敏

度)特异度明显高于
3W+KV3

)

3W+KP2]G1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R

&!见表
#

"

表
#

!!

3W+KV3

%

3+T]V3!3W

%

3W+KP2]G1

对脊柱

!!!

结核的诊断效能比较#

Z

$

方法
'

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3W+KV3 *# R0!%* RR!R) R&!'' **!*R

3W+KP2]G1 *# 0)!%( )$!$$ )#!R$ R$!$$

3+T]V3!3W *# &R!0% &)!)0 00!0& ))!)0

!

#

R!$#* %'!$&' 0!&'# R!'&'

; $!$#R $!$$$ $!$$0 $!$#%

E

!

讨
!!

论

!!

脊柱结核是一种继发性疾病!在结核病中所占比

例较低!约为
#Z

!其早期发病特征不明显!主要特征

为疼痛#

&

$

"部分患者会出现疲劳感!经过休息后症状

减轻!劳累后症状加重!另外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

盗汗)食欲不振)消瘦)贫血等症状"脊柱结核发展到

晚期会导致患者出现瘫痪)骨骼畸形!严重者生命健

康受到威胁#

(

$

"因此!加强早期脊柱结核的诊断)治

疗!能够有效减少患者致残)致死的发生!阻止脊柱结

核的进一步发展"

3W+KV3

法作为操作最简便的脊柱结核诊断方

法!但由于其检测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

的蛋白抗

原是一种脂蛋白!并且在其他分枝杆菌中也存在!与

大肠杆菌同源蛋白有
'$Z

以上的交叉!也可存在于卡

介苗%

WGQ

&中!导致这种方法的特异性较低!有较高

的假阳性!容易造成误诊#

%$+%%

$

"结核抗体的产生个体

差别较大!并且也与遗传因素有关!无论抗原怎样刺

激总会有无法产生抗体的人群!因此
3W+KV3

法对诊

断脊柱结核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不高#

%#

$

"在本研究

中!

3W+KV3

灵敏度为
R0!%*Z

!特异度为
RR!R)Z

!

明显低于
3W+KP2]G1

和
3+T]V3!3W

两种方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R

&!表明
3W+KV3

法在

诊断脊柱结核疾病的临床应用价值不高!其结果难以

令人满意"

3W+KP2]G1

法广泛应用于脑膜)肺)泌尿系统

结核疾病的诊断治疗中!具有准确)快速)特异性高等

特点!但关于
3W+KP2]G1

法应用于脊柱结核检测

的报道较少#

%'

$

"

3W+KP2]G1

法是在患者进行手术

前对患者病变部位进行穿刺!具有痛苦大)风险高)治

疗费用昂贵!以及对患者身体伤害高等不良影响!不

易被患者接受"当标本受到污染或者标本不合适时

需要进行多次穿刺!对患者造成更大的损伤!所以该

技术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在本研究中
3W+KP2]G1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Z

和
)$!$Z

!明显高于

3W+KV3

"对照组中!由于在标本采集过程中标本受

到污染或检验本身出现问题等原因的影响!出现
'

例

假阳性病例"

3W+KP2]G1

虽然能够有效诊断脊柱

结核!但是其对医疗条件要求高)采样困难)检测风险

高!很难得到普及应用"

3+T]V3!3W

是主要对外周血进行检测的新型检

测技术!

3+T]V3+3W

的原理是应用酶联免疫斑点技

术检测经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的
1K%

区编码抗原

S2T3

和
GJ]+%$

肽段库刺激后释放
-

+

干扰素的特异

性
3

细胞数量来诊断结核感染#

%*

$

"当患者体内出现

结核杆菌感染后!效应
3

淋巴细胞也会随之产生!

-

+

干扰素在受到结核分枝杆菌的刺激之后!大量释放出

来"机体通过判断
-

+

干扰素的水平和分泌
-

+

干扰素

的
3

细胞数量来判断机体是否感染结核分枝杆菌"

特异性抗原中所存在的基因表达蛋白在绝大多数非

结核分枝杆菌中不存在!因此
3+T]V3!3W

检测具有

较高的特异性"国外相关报道显示!

3+T]V3!3W

检

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Z

和
(R!#Z

#

%R

$

"在

本研究中!

3+T]V3!3W

法的灵敏度)特异度最高!分

别为
&R!0%Z

和
&)!)0Z

!这与国外相关数据相一致!

并且
3+T]V3!3W

法取样简便!标本受污染的概率较

小!患者痛苦小!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

3+T]V3!3W

法操作简便!患者痛苦

小!在试验过程中受到仪器的影响较小!可以在基层

医院进行推广!并且具有灵敏度和特异度高的特点!

对脊柱结核的诊断效果较为理想"

参考文献

#

%

$ 刘红!黄永杰!王静!等
!

结核感染
3

细胞斑点试验在疑似

结核病患者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

$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

志!

#$%*

!

'0

%

'

&'

%(#+%()!

#

#

$ 霍霏霏!张丽帆!刘晓清
!

评价
-

干扰素释放分析
3+T]V3

-

3W

在肺外结核病诊断中的敏感性#

"

$

!

中国医学科学

院学报!

#$$(

!

'%

%

*

&'

**(+*R#!

#

'

$

U2PQY

!

Uc_

!

U2PQ O

!

5=>?!345.5/.-=-E-=

C

8:3+

T]V3!3W>..>

C

-/;->

F

/8.-.8:

6

5;->=7-9=<H579<?8.-.

#

"

$

!

J5=>?]5;->=7]>=48?

!

#$%*

!

''

%

#

&'

%#'+%#R!

#

*

$ 田祺!谢永红!徐淑凤!等
!

-

+

干扰素释放分析%

3+T]V3!

3W

&在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进展#

"

$

!

国际呼吸杂志!

#$%R

!

'R

%

%*

&'

%$($+%$(#!

#

R

$ 叶秋月!许文兵!刘晓清!等
!3+T]V3!3W

在肺结节病与

肺结核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

!

基础医学与临床!

#$%*

!

'*

%

*

&'

R#0+R'$!

#

)

$ 孙雯雯!肖和平!吴福蓉!等
!

结核感染
3

细胞斑点试验在

临床诊断为肺外结核患者中的价值评价#

"

$

!

中国防痨杂

志!

#$%R

!

'0

%

0

&'

0&*+0&(!

#

0

$

_2PN

!

YL2V ^

!

^2P O

!

5=>?!K->

F

/8.=-9E>?<58:3+

T]V3!3W-/=57:578/+

-

75?5>.5>..>

C

.:87>9=-E5=<H579<+

?8.-.

#

"

$

!SA

6

3457O5;

!

#$%R

!

%$

%

%

&'

'*R+'R%!

-

$#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N>HO5;

!

O>794#$%&

!

M8?!'(

!

P8!)



#

&

$ 陆恩词!朱颖蔚
!3+T]V3!3W

在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

诊断中的价值#

"

$

!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R

!

*)

%

*

&'

''*+

'')!

#

(

$ 张宏其!陈筱!郭虎兵!等
!

单纯后路病灶清除椎体间植骨

融合内固定治疗脊柱结核的适应证及疗效评价#

"

$

!

中国

矫形外科杂志!

#$%#

!

#$

%

'

&'

%()+%((!

#

%$

$赵晓丹!王飞飞!赵鸿飞!等
!

脊柱结核与化脓性脊柱炎

G3

鉴别诊断#

"

$

!

实用放射学杂志!

#$%R

%

*

&'

)#%+)#*!

#

%%

$郭明日!张丽霞!周洪经!等
!Y

6

57=O3W

(

1LJ

)

3+T]V3

-

3W

及
W2G3SGOQL3()$

在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

"

$

!

山东医药!

#$%)

!

R)

%

'0

&'

('+(R!

#

%#

$何敏!荀安营!赖广顺!等
!3+.

6

8=!3W

在克罗恩病和肠结

核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

$

!

医学综述!

#$%*

!

#$

%

#'

&'

*')*+

*')R!

#

%'

$陶学芳!王华钧!王建华!等
!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外周血

3+T]V3!3W

测定与细菌学及影像学的关系#

"

$

!

浙江医

学!

#$%'

!

#'

'

#$R0+#$)$!

#

%*

$王成勇!潘士虎!刘敏!等
!

结核感染
3

细胞斑点试验与荧

光定量
]G1

在肺外结核诊断中的应用#

"

$

!

国际检验医

学杂志!

#$%R

!

')

%

%*

&'

%((&+%(((!

#

%R

$

eV3W2!%3H

(

.4-

F

4

\

<>?-=

C

:>9=87PV1

F

>=5H>.5;8/

\

<>/=<D+;8=.5D-98/;<9=878

6

=-9>?>D

6

?-:-57

#

"

$

!V

6

=

d<>/=S?59=78/

!

#$%'

!

*R

%

%#

&'

%#R(+%#)&!

%收稿日期'

#$%0+$(+%&

!

修回日期'

#$%0+%%+$&

&

"短篇论著"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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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检测的临床意义"

李婷婷!孙玉真!安
!

园

"徐州市中医院检验科!江苏徐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尿素氮"

WcP

$&尿酸"

c2

$&肌酐"

G7

$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择
#$%R

年
%

月至
#$%0

年
%

月该院接诊的
%#$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和
%#$

例健康体检者分别作为心力衰竭

组和对照组!检测两组
WcP

&

c2

&

G7

水平!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心力衰竭组血清
WcP

&

c2

&

G7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R

$#随着心功能等级的增加!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WcP

&

c2

&

G7

水平也随之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R

$#收缩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WcP

&

c2

&

G7

水平高于舒张

性心力衰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R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治疗后血清
WcP

&

c2

&

G7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

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R

$%结论
!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WcP

&

c2

&

G7

水平明显升高!对这些指标进

行检测有助于了解疾病严重程度%

关键词!尿素氮#

!

尿酸#

!

肌酐#

!

慢性心力衰竭

!"#

'

%$!'()(

(

,

!-../!%)0'+*%'$!#$%&!$)!$#)

中图法分类号!

1R*%!)

文章编号!

%)0'+*%'$

"

#$%&

$

$)+$0#%+$'

文献标识码!

W

!!

心力衰竭主要指心肌病)炎症)血流动力学过重

负荷等所致的心肌损伤!导致心肌功能)结构发生变

化!是多种心脏病的终末表现"慢性心力衰竭是指心

力衰竭状态持续存在#

%+#

$

!目前临床上对其诊断以观

察心力衰竭诊治)体征!检测心功能)心脏结构情况等

为主"国内研究报道!慢性心力衰竭不仅伴有心泵功

能的衰退!还存在着神经内分泌激素及其余器官功能

%肝脏)肾脏等&的异常!对疾病的预后产生影响#

'+*

$

"

较多学者指出!在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病)进展过程中!

肾功能损伤可作为独立危险因素#

R+)

$

"因此!对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其余器官及激素的异常进行早期诊断!

有助于改善预后"本研究通过探讨血清尿素氮

%

WcP

&)尿酸%

c2

&)肌酐%

G7

&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

表达情况!旨在为临床诊治提供新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R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接诊的
%#$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作为心力衰竭组"

纳入标准#

0

$

'以呼吸困难)乏力)液体潴留等为主要症

状,有心脏病史,通过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异常!胸片

结果显示肺循环伴有淤血现象,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显示心脏结构)功能异常!例如舒张或收缩功能异常)

心脏腔径异常等"排除标准'近
'

个月内出现急性心

肌梗死,心肌炎)急性心内膜炎,恶性肿瘤,伴有免疫

系统疾病)血液疾病等"心力衰竭组中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R(!&Ra'!&0

&岁,心功能

P_^2

分级
*

级
')

例!

(

级
R#

例!

+

级
'#

例,舒张

性心力衰竭
)&

例%左室射血分数大于
R$Z

&!收缩性

心力衰竭
R#

例%左室射血分数不超过
*$Z

&,高血压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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