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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结核杆菌固体培养具有极高的一致性!抗酸染色镜检的一致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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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实验室检测方法均适用于临床泌尿系结核的诊断!其中结核杆菌固体培养法与临床综合诊断法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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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具有更高的灵敏度!适用于泌尿系结核的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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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目前

仍然是全球最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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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结核病是十大死因

之一'也是传染病中全球第一大死因'且大多数病例

发生在亚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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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例结核病中肺外结

核$

ZPFY

%新发或复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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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数据显示

ZPFY

在很多地方都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公共卫生部

门并未给予高度重视'这主要是因为
ZPFY

与结核的

传播并不显著相关&然而'

ZPFY

在结核病的病死

率*严重并发症和致残率较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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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核是
ZPFY

较为常见的一个类型'也是

临床上一种严重的
ZPFY

'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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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肺结

核伴有泌尿系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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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核极易误诊'原因

在于其症状类似于普通的细菌感染且缺乏快速灵敏

的实验室诊断方法'导致患者延误治疗而预后不良&

目前'实验室诊断泌尿系结核的方法主要包括抗酸染

色和分枝杆菌培养&抗酸染色既便宜又快速'但缺乏

灵敏度和重复性&结核的固体和液体培养虽然具有

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但是耗时*耗力'不能满足快

速的临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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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突飞猛

进'耐药结核病相关耐药基因快速诊断技术的使用日

益广泛&结核分枝杆菌
<

;

&H

基因和突变检测技术

$

f

;

/<'SFY

"

DUN

%系统就是一种全新的快速检测结

核分枝杆菌和其耐药性的系统'该系统针对结核分枝

杆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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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平耐药核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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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引

物*探针并进行扩增检测'根据其是否发生基因突变

来检测样本中是否含有结核分枝杆菌及其是否对利

福平耐药&该系统是一种全自动一体化半定量巢式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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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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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快速对样本进行核酸

提取*纯化及浓缩检测'有报道称其在肺结核诊断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可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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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5-5:

(

5

)

&但是'

\/>/f

;

/<'

尿样本检测诊断泌尿系结核的数据有限'

其诊断效率需要进一步评估&为对上述泌尿系结核

诊断的实验室方法进行合理评估'笔者对临床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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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疑似泌尿系结核的住院患者尿标本同时进行盲

法检测'以临床综合诊断作为泌尿系结核诊断的,金

标准-'对抗酸染色镜检法*结核杆菌固体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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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法进行诊断性能评价'分析它

们的诊断价值并比较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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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酸染液$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载玻

片*香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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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箱*罗氏培养基$珠海贝索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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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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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

尿标本'

经
,...h

@

离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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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未见菌落生长者可报告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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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沉渣涂片干燥抗酸染色'操作步骤按照

抗酸染液$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说明书进行&

镜检连续观察
,..

个油镜视野'结果按照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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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核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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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准-包括患者临

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及放射影像学特征&无阳性培养

证据的可疑患者抗结核治疗有效是确诊泌尿系结核

的唯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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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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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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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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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检验评价不同检测方法的一致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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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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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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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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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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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认为
+

种测定方法结果具有一致

性(

*.

)

&样本含量的估算!估计该试验灵敏度为
58:

'

特异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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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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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49

$双侧%&则病例组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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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样本多于最少估计例数'

具有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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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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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诊断泌尿系结核的检测结果及一致性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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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疑似泌尿系结核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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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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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片阳

性患者
#9

例&

*9,

例标本以泌尿系结核临床诊断为

,金标准-检出泌尿系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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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杆菌固体培养与抗酸染色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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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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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实验室检测方法与泌尿系结核临床

诊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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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结核杆菌固体培养

具有极强的一致性'涂片抗酸染色的一致性较弱'结

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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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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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诊断性试验的诊断效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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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诊断试

验中'结核杆菌固体培养的特异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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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最高'而涂片抗酸染色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均不佳&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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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诊断泌尿系结核的检测结果

诊断性试验
金标准临床诊断法$

!

%

泌尿系结核$

!78+

% 非泌尿系结核$

!7***

%

b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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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一致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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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 .-5*8 *9-9*

极强

"

阳性
#8 9

"

阴性
6 *.8

抗酸染色法
.-,*4 ,-6.

弱

"

阳性
+, *9

"

阴性
+4 48

结核杆菌固体培养法
.-5*4 *9-,#

极强

"

阳性
#. .

"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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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种诊断性试验的诊断效能评价$

!

%

诊断性能
f

;

/<'SFY

"

DUN

抗酸染色 结核杆菌固体培养

灵敏度
59-8# ##-++ 69-4+

特异度
4#-84 58-84 *..-..

正确指数
5*-*, +4-5+ 69-4,

符合率
4+-.+ 6+-,4 4+-9,

阳性预测值
55-+# 85-46 *..-..

阴性预测值
4,-68 6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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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核是
ZPFY

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由于该

类患者缺乏特异性临床症状'其诊断是医学上的一大

难题&目前泌尿系结核的实验室诊断方法包括抗酸

或荧光染色镜检*固体或液体培养&镜检方法廉价快

速'但是灵敏度低'对人员素质要求高'容易导致漏

诊+培养方法特异度强'但是通常需要
9

"

5

周才能获

得结果'无法满足临床快速早期诊断的需求&鉴于传

统诊断方法的固有缺点'急需一种快速*灵敏*特异度

高的新型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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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是

aQ_

在
+.*.

年
*+

月推荐用于肺结核诊断的一种新

技术'在痰或灌洗液标本的检测中表现出优异的特

性(

**

)

'但是其在泌尿系结核诊断中的价值尚缺乏研究

数据&本研究应用一致性检验评估抗酸染色镜检*结

核杆菌固体培养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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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在泌尿系

结核诊断中的价值&

本研究以临床综合诊断作为泌尿系结核诊断的

,金标准-'评估
,

种诊断试验的性能'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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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b1

;;

1

值
7.-5*8

%和结核杆菌

固体培养法$

b1

;;

1

值
7.-5*4

%与临床诊断具有极强

的一致性'而抗酸染色镜检$

b1

;;

1

值
7.-,*4

%的一致

性较弱&

,

种方法的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7#,-.4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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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

%

检出率明显高于抗酸染色镜检$

+,-4,:

%和结核杆菌

固体培养法$

+#-8#:

%'但与临床诊断的,金标准-检

出率$

,*-4.:

%基本一致&研究数据表明在检测尿样

中的结核分支杆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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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优于

涂片抗酸染色和结核杆菌固体培养法&上述方法灵

敏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检测极限&在这
,

种

方法中'涂片抗酸染色需要
8h*.

,

"

*h*.

#

3NR

"

="

才能产生阳性结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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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检测

极限报告为
*,*3NR

"

="

(

*+$*,

)

&结核分枝杆菌固体

培养检测极限有报道称为
*.

"

*..3NR

"

="

'但在本

研究中其灵敏度低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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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可能

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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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测死亡细菌细胞中的残留

!%E

而得到增强'而培养中标本不能及时处理和使

用
#:%1_Q

消化液消化可能导致部分活菌死亡并导

致培养的灵敏度下降&涂片抗酸染色检测极限差'需

要较高的细菌浓度才能检测出阳性&另外一个导致

尿涂片抗酸染色灵敏度较差的原因是尿液的非黏性

性质降低标本中抗酸杆菌在玻片的稳固性'从而降低

尿样中涂片的阳性率(

*#

)

&涂片抗酸染色特异度较低

主要由于非典型分支杆菌的存在导致,假阳性-结果

和染色不佳时抗酸颗粒影响阅片&尽管有这些缺点'

涂片抗酸染色对于
ZPFY

'特别是在结核病高负担地

区仍然是一种廉价*快速有效益的筛查方法&

,

种结核分支杆菌诊断方法在泌尿系结核诊断中

结核杆菌固体培养法特异度最强'是泌尿系结核确诊

的一个重要依据'并且可以为治疗提供药物灵敏度试

验'但是培养时间长限制了其广泛应用&尿沉渣抗酸

染色镜检价格低廉'实验室要求低'适合结核高发区

泌尿系结核的快速筛查&由于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均

较差'需要多次重复检查&对于尿液非黏性特性提示

需要改进技术'如在沉渣中加入无菌血清'从而提高

结核分支杆菌的黏附性'以提高镜检的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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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不但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而且具有很高的特异度'可在
+)

内快速对尿液样本

中的结核分支杆菌进行检测'是一种快速高效的诊断

泌尿系结核的方法'但是昂贵的费用对于发展中国家

的患者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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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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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尿液标本结核分支杆菌检测的灵敏度低于痰标本'

其原因与泌尿系结核患者排菌量较低并且呈间断性

有关'提示可以通过留取更多标本进行集菌后检测来

提高其灵敏度&

D

"

结
""

论

""

,

种实验室检测方法与临床诊断,金标准-法比

较'经
b1

;;

1

检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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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固体培养法具

有很高的一致性&研究数据表明
\/>/f

;

/<'

在检测

性能上优于涂片抗酸染色和结核杆菌固体培养'该方

法可以为临床早期*快速诊断泌尿系结核提供实验室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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