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X

#

V19

为
8-"X

+而稀释模式检测的各个对比项目结果

精密度都超出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精密度的要求#

i&O

最大

值超出最小值
".-,X

#

W&O

为
$-.X

#

%J

为
".-!X

#

%O9

为

Q-"X

#

V19

为
"2-,X

+由此可见#两种模式之间的精密度差

别较大+全血模式重复性好#结果稳定(稀释模式重复性差#结

果波动范围较大+本研究认为#用稀释模式检测的结果不太可

靠+另外#血小板在两种模式下测定结果的精密度都是最差

的#这与血液分析仪对血小板的检测原理及其自身的稳定性

有关)

.

*

+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从其设计上均要求标本使用抗凝静脉

血#由于静脉血能正确反映血液循环中的实际情况#比末梢血

准确,稳定)

2

*

#标本也便于运送与保存#必要时还可将原标本进

行复查+采末梢血固然方便#但影响的因素也较多#比如微量

吸管与试管的质量,放稀释液的量是否准确一致及在外面放置

时间的长短,操作者技术水平的差距,末梢血各成分分布的不

均匀#都会影响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而且稀释的标本不易运

送和保存#不能对原标本进行复查#因此作者建议使用全自动

血液分析仪对血液进行分析时应采用全血模式(稀释模式只用

于对那些抽静脉血确实有困难$比如婴幼儿%并且已粗略了解

血液的大概情况而对检测结果不作精确要求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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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袁招红!汪兴周!聂宇波"江西省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住院精神病患者乙型肝炎病毒"

%&'

#感染情况$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Y1PI)

#对
".,3

例住院精神病患者进行血清即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抗
+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体"抗
+%&?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抗
+%&D

#组合模式

和前
I"

抗原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血清
%&()

*

阳性率为
"Q-!2X

!抗
+%&(

阳性率为
,!-,X

!

3

项

全阴性者
..!

例!

%&()

*

"

\

#'

%&?)

*

"

\

#'抗
+%&D

"

\

#"大三阳#

$3

例!阳性率为
3-"2X

!

%&()

*

"

\

#'抗
+%&?

"

\

#'抗
+%&D

"

\

#"小三阳#

".8

例!阳性率为
"#-!!X

!在大三阳组中!前
I"

抗原阳性率为
8#-$8X

!在小三阳组中!

前
I"

抗原阳性率为
$!-!.X

$男性
%&()

*

阳性
"!Q

例!阳性率为
."-.8X

%女性
%&()

*

阳性
Q#

例!阳性率为

"!-$QX

!男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Q-23

!

5

$

#-#"

#$结论
!

精神病患者
%&'

总感染率略高于普通人群!对这

类患者应采取监测隔离!治疗等措施!防止
%&'

的传播感染$

"关键词#

!

精神病%

!

乙型肝炎两对半%

!

乙型肝炎病毒前
I"

抗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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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8!22

"

.#".

#

".+"!8.+#.

!!

为探讨乙型肝炎病毒$

%&'

%在精神病患者中的感染情

况#提供防治参考依据#以便采取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减少住

院精神病患者
%&'

传播感染#本研究对
".,3

例住院的精神

病患者进行了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

%,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体$抗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

*

%,乙型肝

炎病毒
?

抗体$抗
+%&?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抗
+%&D

%$乙

肝两对半%和乙肝病毒前
I"

抗原
3

项指标进行检测#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3

月在本院住院的
".,3

例精神

病患者#其中男
382

例#女
2!"

例#年龄
"#

#

$8

岁+

$-/

!

检测方法
!

患者入院第
.

天清晨空腹静脉血
,01

分离

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1PI)

%检测
%&()

*

,抗
+%&(

,

%&?)

*

,抗
+%&?

,抗
+%&D

和乙型肝炎病毒前
I"

抗原
3

项

指标+

$-'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仪器为上海迅达
Q""U

酶标仪#乙型

肝炎两对半试剂采用厦门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试剂盒+乙

肝前
I"

抗原采用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试剂

盒#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 检验#以
5

$

#-#2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

*

阳性结果
!

".,3

例精神病患者
%&()

*

阳性率

为
"Q-!2X

$

..Q

"

".,3

%#其中男性
%&()

*

阳性率为
."-.8X

$

"!Q

"

382

%#女性阳性率为
"!-$QX

$

Q#

"

2!"

%#男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Q-23

#

5

$

#-#"

%+本次结果显示
3

项全阴性者

..!

例#占
"Q-".X

+单项抗
+%&(

阳性
!.!

例#占
,!-,X

+

/-/

!

各感染模式分析
!

乙型肝炎
%&()

*

$

\

%,

%&?)

*

$

\

%,

抗
+%&D

$

\

%$大三阳%

$3

例#占
3-"2X

#

%&()

*

$

\

%,抗
+%&?

$

\

%,抗
+%&D

$

\

%$小三阳%

".8

例#占
"#-!!X

#在大三阳组

中#前
I"

抗原阳性
38

例#阳性率为
8#-$8X

(在小三阳组中#

前
I"

抗原阳性
83

例#阳性率为
$!-!.X

+在
%&()

*

$

\

%,抗
+

%&D

$

\

%模式中#前
I"

抗原的阳性率为
$Q-.3X

$

"Q

"

.,

%#三者

间虽有差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5

$

#-#2

%+其

他感染模式中均未检出前
I"

抗原+具体感染模式和前
I"

抗

原测定结果见表
"

+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8

卷第
".

期
!

15JK?6OAB/

!

R</?.#".

!

':A-8

!

S:-".



表
"

!

两对半具体模式与前
I"

抗原阳性率

模式
%&()

*

抗
+%&( %&?)

*

抗
+%&?

抗
+%&D

各模式合计)

)

$

X

%* 前
I"

抗原阳性)

)

$

X

%*

"

$

\

% $

_

% $

\

% $

_

% $

\

%

$3

$

3-"2

%

38

$

8#-$

%

.

$

\

% $

_

% $

_

% $

\

% $

\

%

".8

$

"#-!#

%

83

$

$!-!

%

,

$

\

% $

_

% $

_

% $

_

% $

\

%

.,

$

"-Q3

%

"Q

$

$Q-.

%

!

$

_

% $

\

% $

_

% $

_

% $

_

%

!.!

$

,!-,#

%

#

$

#-#

%

2

$

_

% $

\

% $

_

% $

_

% $

\

%

"Q#

$

"!-2#

%

#

$

#-#

%

3

$

_

% $

\

% $

_

% $

\

% $

\

%

""Q

$

8-2#

%

#

$

#-#

%

$

$

_

% $

_

% $

_

% $

\

% $

\

%

.Q

$

.-.#

%

#

$

#-#

%

Q

$

_

% $

_

% $

_

% $

_

% $

\

%

,!

$

.-$#

%

#

$

#-#

%

8

$

_

% $

_

% $

_

% $

_

% $

_

%

..!

$

"Q-"#

%

#

$

#-#

%

!!

注!$

\

%表示阳性#$

_

%表示阴性+

'

!

讨
!!

论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目前已确认的病毒性肝炎中对人类健

康危害最为严重肝炎之一+

%&()

*

是
%&'

感染的主要标

志+临床上将两对半和前
I"

抗原的检测作为诊断
%&'

感染

的传统手段之一+近来有关
%&'

在不同人群中的感染状况

报道较多#但精神病患者的
%&'

感染状况报道较少#报道结

果也不尽一致+分析结果发现精神病患者
%&()

*

阳性率为

"Q-!2X

#与我国普通人群
%&()

*

携带者为
"#X

#

"2X

相比

略高)

"

*

#与 罗 培 泉 等)

.

*报 道 的 精 神 患 者
%&()

*

阳 性 率

$

"$-3,X

%相近+前
I"

抗原是人体感染
%&'

后最早出现在

血清中的抗原#其阳性提示
%&'

感染复制状态#是传染性标

志之一#前
I"

抗原主要存在于
%&()

*

阳性患者中+在本次

结果中#前
I"

抗原阳性率在大三阳中出现最高为
8#-$8X

#说

明
%&()

*

阳性者前
I"

抗原明显高于
%&()

*

阴性者#进一步

说明前
I"

抗原与乙型肝炎的传染性强弱相关+证明前
IP

抗

原与
%&?)

*

阳性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

,

*

+在乙肝二阳模式

中#前
I"

抗原阳性率为
$Q-.3X

#这比刘德奎)

!

*报道的前
I"

抗

原在乙肝二阳模式中阳性率$

2$-"!X

%高+分析可能本次调查

的精神病患者绝大部分来自赣南农村#该地区经济欠发达#年老

体弱的患者多#营养状况较差#生活自理能力低下+精神患者行

为紊乱#家属及社会监管力度不严+对接种乙肝疫苗重视程度

不够#或接种乙肝疫苗后#无或低免疫应答+抗
+%&(

为保护性

抗体#其阳性表示对
%&'

有免疫力#见于乙型肝炎康复及接种

乙肝疫苗者+本次统计结果显示#抗
+%&(

阳性率
,!-#X

#提示

还是有一定的免疫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免疫预防工作+

前
I"

抗原存在于完整的
%&'

颗粒中#当病毒变异时仍

能检出#可见前
I"

抗原在反映
%&'

复制和传染性方面优于

%&?)

*

#更能客观反映
%&'

在体内的活动情况+因此#前
I"

抗原可与两对半同步检测以补充和完善两对半检测的不足+

%&'

前
I"

抗原对乙型肝炎早期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有重要

意义+

对
%&()

*

阳性的精神病患者要予以关注和重视#特别是

他们中大三阳和小三阳占
%&'

阳性者约
"3-28X

+虽然他们

的肝功能其他指标暂时无明显改变#但实际上肝细胞已受到

%&'

的侵害#有较强的传染性+对这类患者应该加强管理,卫

生宣教,消毒隔离,切断传播途径#以便有利于避免其他精神病

患者和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可能#同时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抗病毒

和保肝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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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大肠埃希菌的鉴定及耐药分析

李卫东!伏国庆!杨宏斌"甘肃省天水市中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对大肠埃希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趋势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大肠埃希菌的耐药特点!探讨耐药性

产生的原因$方法
!

常规细菌培养'分离!应用纸片扩散法对分离的
!23

株大肠埃希菌进行药敏测试与分析$

结果
!

对
.#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检测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对青霉素类和喹诺酮类抗生素菌药物耐药率达
$,-3X

#

Q3-!X

!对第
"

'

.

代头孢菌素"头孢拉啶!头孢唑啉#耐药率为
!!-#X

!对第
,

代头孢中的头孢他啶耐药率最低!为

"#-"X

!对哌拉西林'头孢哌酮和氨卞西林的耐药率为
Q!-2X

'

$3-,X

和
Q,-#X

$在
".

种抗菌药物中对
2

种以上

耐药的菌株有
,"3

株$结论
!

大肠埃希菌为泌尿系统感染的首位细菌!对于治疗大肠埃希菌引起的泌尿生殖感染

应根据实验室的药敏检测结果合理用药!以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

!

大肠埃希菌%

!

耐药性%

!

多重耐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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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8!22

"

.#".

#

".+"!8,+#.

!!

大肠埃希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近年来#由于这种细菌引

起的感染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菌株增

高)

"+.

*

+本文对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进行鉴定#并对药敏试

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旨在了解本院目前对因大肠埃希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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