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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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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试剂处理方式对
!4

例麻风患者组织液涂片染色效果评价

吕新民!孙红芳!蔡卫华"南京市疾控中心皮肤病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组织液常规抗酸染色与经
&

种试剂处理后再行抗酸染色的效果及细菌检出情况%方法

分别用低浓度酸碱和氰化高铁血红蛋白"

219R

$处理
"!

例麻风患者及
"'

例康复患者皮肤破损"皮损$组织液!涂片

经抗酸染色观察%结果
!

&

种溶血剂处理后麻风杆菌抗酸染色与常规抗酸染色在细菌形态上无明显差异!菌体被

染成红色!组织细胞染成蓝色!但在背景上差异明显%经
&#'T29O

处理的涂片抗酸染色后!背景颜色偏浅红色#

经
'TRAV2

处理的涂片抗酸染色后!背景颜色偏浅蓝色#经
219R

处理的涂片抗酸染色后!背景颜色呈蓝色%与

菌体呈红色的麻风杆菌对比明显%

"'

例康复患者中
%

例患者报告发现麻风杆菌!菌量在
`

#

``

之间%并经临床

医生确认%结论
!

麻风患者皮损组织液经
219R

处理后抗酸染色可增强细菌与背景间对比效应!查菌效率优于常

规染色%

"关键词#

!

抗酸染色#

!

麻风杆菌#

!

溶血剂

!"#

!

$%&'()(

"

*

&+,,-&$)./0(122&/%$$&/'&%1O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4!05%''

"

!$""

$

!&0!5$'0$!

!!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表现为

皮肤-黏膜和神经末梢的损害#目前在中国处于低流行状态+

"

,

)

麻风分枝杆菌无法人工培养#因此皮肤-黏膜组织液涂片查菌

对麻风病的诊断-分型-疗效及复发的判断就显得十分重要)

由于查菌时需用无菌刀片在皮肤破损$皮损&部位切一长
'

++

-深
&++

切口#并刮取组织液#此组织液中必然会混入红

细胞#在抗酸染色后造成染色背景与麻风杆菌对比不鲜明#在

菌量少的标本涂片中查找-辨认细菌很困难#易误报为未查见

细菌)使用
&#'T

盐酸-

'T

氢氧化钠和氰化高铁血红蛋白

$

219R

&

&

种溶血剂来溶解组织液标本中红细胞及其他杂菌#

离心后取沉淀物涂片做抗酸染色#并与未处理标本对比染色效

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来自本院麻风住院病区及外院送检标本#

"!

例患者皮损组织液涂片抗酸染色呈强阳性#组织病理切片抗酸

染色呈阳性#符合组织病理改变#均结合临床资料确诊)

"'

例

为经麻风联合化疗并且临床治愈康复的患者)取上述
!4

例患

者组织液涂片#同时用常规抗酸染色为对照组)

$#/

!

试剂与仪器
!

抗酸染色液按2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

+

!

,

要求配制#

&#'T29O

和
'TRAV2

自行配制#

219R

试剂购自

珠海贝索生物技术公司#

(̂0'"=

离心机购自上海医用仪器公

司)奥林巴斯显微镜
Q.&"

由日本进口)

$#'

!

溶血剂对含麻风杆菌的组织液处理后抗酸染色的影响观

察
!

取
&<

支离心管#分别刮取
"!

例患者皮损部位组织液#每

支离心管中加入组织液约
'$

$

O

#每组
"!

支离心管#共分
&

组#

第
"

组离心管中加入
&#'T 29O!'$

$

O

%第
!

组离心管中加

入
'T RAV2!'$

$

O

%第
&

组离心管中加入
219R!'$

$

O

)作

用
"$+1H

后离心#取沉淀物涂片行抗酸染色)染色结果与常

规染色比较)

$#1

!

"'

例康复患者皮损组织液用
219R

试剂处理
!

取组织

液
'$

$

O

加
219R!'$

$

O

作用
"$+1H

后离心涂片抗酸染色)

染色结果与常规染色比较)

/

!

结
!!

果

/#$

!

&

种溶血剂处理后麻风杆菌抗酸染色与常规抗酸染色在

细菌形态上无明显差异#菌体被染成红色#组织细胞染成蓝色)

但在背景上差异明显#经
&

种溶血剂处理的涂片上少见红细

胞#而常规涂片中每个视野均可见到红细胞#红细胞集中的区

域掩盖了麻风杆菌#见表
"

)

/#/

!

经
&#'T 29O

处理的涂片抗酸染色后#见不到红细胞#

但背景颜色偏浅红色)经
'T RAV2

处理的涂片抗酸染色后#

见不到红细胞#但背景颜色偏浅蓝色)经
219R

处理的涂片抗

酸染色后#见不到红细胞#背景颜色呈蓝色)与菌体呈红色麻

风杆菌对比明显#见表
"

)

表
"

!

&

种溶血剂处理
"!

例含麻风杆菌组织液涂片标本

!!!

抗酸染色效果对比&油镜视野'

溶血剂
组织

液沉淀物

染色

背景效果
红细胞量 麻风杆菌量

对照组$常规染色
"!

例&

`````

红或黄 多
&̀

#

%̀

&#'T29O

$

"!

例&

``

浅红 少见
!̀

#

&̀

'TRAV2

$

"!

例&

``

浅蓝 少见
&̀

#

%̀

219R

$

"!

例&

`

蓝色 未见
'̀

#

<̀

/#'

!

"'

例康复患者组织液常规抗酸染色后均报告阴性)但

经
219R

处理的组织液涂片抗酸染色后#

%

例患者报告发现麻

风杆菌#菌量在
`

#

``

之间#并经临床医生确认#见表
!

)

表
!

!

"'

例康复患者皮损组织液用
219R

试剂处理

!!!!!

抗酸染色结果&油镜视野'

溶血剂 染色背景效果 红细胞量 麻风杆菌量 结果

对照组$常规染色& 红或黄 多 未见
"'

例阴性

219R

蓝色 未见
"!

例未见

%

例
`

#

``

"!

例阴性

%

例阳性

'

!

讨
!!

论

目前#只有人类是麻风杆菌的天然宿主#麻风患者是惟一

的传染源)麻风杆菌主要通过破溃的皮肤和黏膜排出体外#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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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汁-泪液-精液及阴道分泌物中均检测出麻风杆菌#但不会通

过胎盘传播)

5'T

以上的人群对麻风杆菌有自身免疫能力+

&

,

)

根据国际分枝杆菌分类研究组$

]Pa8>

&的方案#将分枝杆菌

属细菌分为
&

类#即缓慢生长菌$人结核分枝杆菌&-迅速生长

菌和不能培养菌$麻风分枝杆菌&#该属细菌大多为抗酸染色呈

阳性)目前麻风分枝杆菌无法人工培养#涂片抗酸染色是麻风

病诊断的经典方法之一+

%

,

)常规抗酸染色只是将组织液刮取

涂片后直接染色查菌#在取材时某些干扰物会影响查菌结果)

使用低浓度酸碱及
219R

在染色前将组织液标本消化处理掉

杂菌及红细胞等#目的是使染色后麻风杆菌-组织细胞等与背

景颜色对比明显#更容易查找#避免误报结果)经比较认为

219R

试剂处理的组织液标本抗酸染色后每个视野麻风杆菌

数量增多$与常规抗酸染色的阳性涂片对照&#背景对比明显#

在蓝色背景下红色细菌清晰易辨认+

'

,

%

%

例康复患者组织液涂

片中重新发现麻风杆菌#同时得到临床医生认可#说明该处理

方法的优势所在)由此可见#对麻风病皮损组织液查找细菌

时#增加用
219R

试剂处理#能提高查找细菌效率#临床上容易

开展#值得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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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米非司酮用于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后持续性异位妊娠的预防效果%方法
!

对
"5!

例异位

妊娠保守性手术后患者随机分为米非司酮组"

"$$

例$和对照组"

5!

例$%米非司酮组于术后
<D

开始服用米非司酮

'$+

N

!每天
!

次!服药
'E

!总量
'$$+

N

#对照组不给任何杀胚药物%结果
!

米非司酮组持续性异位妊娠发生率为

"#$$T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4$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和对照组术后第
"

天血
&

0

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

&

0D9a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术后第
%

&

4

&

"!

天米非司酮组血
&

0D9a

值与对照组比较!明显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米非司酮可以明显降低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后持续性异位妊娠的发生率%

"关键词#

!

米非司酮#

!

持续性异位妊娠#

!

保守性手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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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妊娠在保守性手术治疗后仍会发生持续性异位妊娠

$

X/X

&)因此有必要对如何降低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后
X/X

的发生率进行研究)米非司酮作为一种孕激素拮抗剂#对手术

后
X/X

的预防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其预防效果具体如何有待

研究)作者以本院收治的异位妊娠患者为例#探讨米非司酮用

于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后
X/X

的预防效果)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选择
!$$'

年
"

月至
!$$5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异位妊娠患者
"5!

例#平均年龄
&!

岁$

"=

#

%<

岁&#其中输卵

管壶腹部妊娠
"&!

例#峡部妊娠
'$

例#伞部妊娠
"$

例)异位

妊娠诊断标准!$

"

&有停经-腹痛或者不规则阴道流血史#尿人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29a

&阳性#

Q

超提示一侧附件区包块%$

!

&

病史不清者#通过依靠尿
29a

和
Q

超等明确诊断)

$#/

!

方法
!

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下开腹或全身麻醉下腹腔镜

保守治疗异位妊娠
"5!

例$其中
"&&

例为开腹术#

'5

例为腔

镜&)输卵管峡部妊娠和壶腹部妊娠未破裂者采用输卵管切开

取胚术#破裂者直接从破口取出胚囊%破口不规则者#采用部分

输卵管切除术%输卵管伞部妊娠或近伞部者采用胚囊挤出术#

术后病理均符合输卵管妊娠诊断)对
"5!

例异位妊娠保守性

手术后患者随机分为米非司酮组$

"$$

例&和对照组$

5!

例&)

米非司酮组于术后
<D

开始服用米非司酮
'$+

N

#每天
!

次#服

药
'E

#总量
'$$+

N

%对照组不给任何杀胚药物)比较两组患

者术前-术后
"

-

%

-

4

-

"$E

血清
&

0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0D9a

&值

下降程度#同时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腹痛-阴道流血情况#

术后第
"$

天复查盆腔
Q

超)

$#'

!

持续性异位妊娠的诊断标准
!

术后监测血清
&

0D9a

升

高#且术后
&E

下降小于
!$T

或术后
!

周下降小于
"$T

可以

确诊+

"

,

)

$#1

!

统计学处理
!

用
(X((""#$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

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情况
!

两组患者在年龄-婚育史-术前腹痛-

Q

超示

包块大小-手术时间-手术方式及住院天数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

!

两组
X/X

发生率
!

术后米非司酮组发生
"

例持续性异

位妊娠#发生率为
"#$$T

%对照组发生
=

例持续性异位妊娠#

发生率为
=#4$T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术后血清
&

0D9a

下降情况
!

两组术后第
"

-

%

-

4

-

"$

天血

清
&

0D9a

水平下降程度的比较见表
"

)

表
"

!

术后两组血清
&

0D9a

下降程度的比较&

O_E

*

T

'

组别
*

第
"

天 第
%

天 第
4

天 第
"$

天

米非司酮组
"$$ <"#<<_"%#""<&#%5_"&#5<4"#"'_"%#%4=&#%5_"%#=%

对照组
5! '5#=4_"%#$&''#&&_"%#!&<!#%'_"%#&"4$#&=_"%#='

术后第
"

天#两组血
&

0D9a

下降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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