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尔特公司生产的
9-+')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套试

剂(质控品也是采用各自的原装配套质控品)

$51

!

方法
!

标本检测按试剂盒和仪器要求#严格按照各项操

作规程操作#在仪器良好的工作状态下先作质控分析#再作标

本检测)

$52

!

统计学处理
!

将检测结果数据用
IhG

表示#采用
@

检验

并进行统计)

/

!

结
!!

果

将对照组和
XP

组检测的各项凝血指标和血小板参数结

果见表
*

)

表
*

!

对照组与
XP

组的各项凝血指标和

!

血小板参数结果&

IhG

'

测定指标 对照组$

,g;'

%

XP

组$

,g*:'

%

!

值

.=

$

?

%

*/5;h/52 */5)h:5'

&

)5)'

<.==

$

?

%

:)52h;5* /)5/h*(5:

%

)5)'

==

$

?

%

*'5:h:5' *45)h:5;

&

)5)'

ZBA

$

1

"

9

%

/5:

!

(5; :52

!

*)54

%

)5)*

.9=

$

d*)

2

"

9

%

*);

!

/24 *;2

!

(*'

%

)5)'

W.T

$

&8

%

+

!

*: *)

!

/(

%

)5)'

.OS

$

&8

%

*45:)h:5:) /'5')h'5:)

%

)5)*

.H=

$

3

%

)5*2h)5)2 )5/'h)5*:

%

)5)'

'

!

讨
!!

论

XP

患者由于大量蛋白尿*高脂血症*低蛋白血症*血液黏

度增加#以及各种促聚集和促凝因子增加#而导致抗聚集*抗凝

和纤溶机制受损)大量蛋白尿致肝脏代偿合成蛋白增加#

ZBA

合成也增加#由于
ZBA

相对分子质量大不能从尿中排出#造成

血液中
ZBA

水平增高#纤溶功能增强)

ZBA

在
XP

早期在内皮

细胞受损通透性增高时随
9O9

一起侵入,

/

-

#与病灶中的脂蛋

白和纤维蛋白样物结合#可抑制酶对它的降解(随着病情的发

展#形成了结合脂蛋白沉积#当免疫复合物沉积到肾小球基底

膜时引起血管内皮损伤#合成大量的凝血因子
.

相关抗原$

.

U

!

<

1

%并释放入血中,

:

-

(早期血中
.

U

!

<

1

水平升高#通过血

小板糖蛋白
8A$

.

因子抗原复合物$

.̂8A$

.

!

<

1

%微纤维和胶

原桥链的形成#使血小板黏附到损伤的血管内皮下发生释放反

应#释放腺苷二磷酸$

<O.

%引起血小板聚集#凝聚的血小板又

释放
<O.

呈生物放大效应)另外
.

因子还可激活
/

因子#进

一步激活
ZBA

形成纤维蛋白凝块#从而使患者出现高凝状

态,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凝血指标的
ZB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P

患者随着病情的变化#

ZBA

会明显增加#从而凝血功能大大

增强)

XP

患者的血小板参数在
.9=

*

W.T

*

.H=

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OS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P

患者组的血小板不

断增加且会聚集成大小不等复合物(当血小板受各种因子如

<O.

*胶原*

.

U

!

<

1

等激活时产生血小板
'

$

颗粒蛋白$

HO4/.

或
^W.$*()

%和溶酶体完整膜糖蛋白,

'

-

#通过分泌以及伪足断

裂等释放到血中#参与机体内凝血*血栓形成#介导多种白细胞

黏附#导致组织病理损伤(血中的
HO4:

可介导活化血小板*内

皮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参与炎性反应*血栓形成及肿瘤转移)另

外#低血浆蛋白*高胆固醇血症*血管内皮损伤也会造成血小板

大量聚集#从而出现高凝状态,

4$;

-

)

综上所述#由于
XP

患者存在严重的高凝状态#随着病情

的加重更加明显#所以通过对患者凝血功能及血小板参数监

测#对
XP

患者病情的分析和血栓形成的临床诊断有重要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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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对阴道分泌物中念珠菌检出率的比较

刘志贤!彭素香!李剑鸿!袁
!

雯"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
:

种检验方法对阴道分泌物中念珠菌的检出率$方法
!

*'*)

例阴道分泌物标本采用直

接涂片法%细菌培养法和快速培养法同时检测$结果
!

快速培养法的阳性率为
/:5/3

!其灵敏度为
2(5;3

!特异度

为
225/3

'直接涂片法阳性率为
*/543

!细菌培养法阳性率为
/:543

$直接涂片法阳性率较低!快速培养法的阳性

率高$结论
!

外阴阴道念珠菌快速培养法是一种方便%快速%准确的阴道分泌物念珠菌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

!

直接涂片法'

!

快速培养法'

!

阴道分泌物'

!

细菌培养法'

!

念珠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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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2(''

"

/)*/

#

*4$/))4$)/

!!

目前#检查外阴阴道念珠菌阴道炎的方法有多种,

*$:

-

#最常 用的方法有显微镜镜检法$直接涂片法%*细菌培养法和快速培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2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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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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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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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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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法)为了更好地为临床服务#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本研

究对这
:

种方法的念珠菌检出率进行了比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妇

科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

!

4/

岁#中位年龄
(/

岁)由妇科医生严格按操作规程采取阴道分泌物$采用消毒棉

拭子自阴道深部或阴道穹隆后部*子宫颈处取材%#每位患者的

标本分成
/

份)

$5/

!

仪器与试剂
!

显微镜为日本
,9\W.bP

显微镜)直接

涂片法用的
/5'7%8

"

9X@,-

$自制%(细菌培养法的接种平板

为自制#外阴阴道念珠菌快速培养液$成分主要有
K

型血清*

蛋白胨*葡萄糖*

`-

/

.,(

和
W

1

P,(

+

-

/

,

等%为自制)

$5'

!

检验方法
!

直接涂片法的每份标本由
/

名检验师同时检

查#结果不同时#邀请第
:

名会诊#以确定念珠菌阳性和念珠菌

阴性)快速培养法的每份检验标本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1

,

(

-第
:

版#采用微生物室专业人员接种#培养
/5'0

#涂片检

查#由
/

名检验师同时检验#结果不同时#邀请第
:

名会诊#以

确定念珠菌阳性和念珠菌阴性)细菌培养法的每份检验标本

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

,

(

-第
:

版#采用微生物室专业人员

接种#培养
*;

!

(;0

#涂片检查#由
/

名检验师同时检验#结果

不同时#邀请第
:

名会诊#以确定念珠菌阳性和念珠菌阴性)

$51

!

统计学处理
!

用
P.PP*/5)

统计学软件#将每份标本以

阳性和阴性表示)按四格表资料的
(

/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例阴道分泌物标本采用直接涂片法和快速培养法

的结果显示#快速培养法阳性率为
/:5/3

#直接涂片法阳性率

为
*/543

$表
*

%#快速培养法阳性率明显高于直接涂片法$

!

%

)5)'

%)

*'*)

例阴道分泌物标本采用细菌培养法和快速培

养法结果显示#快速培养法阳性率为
/:5/3

#普通细菌培养法

阳性率为
/:543

)其灵敏度为
2(5;3

#特异度为
225/3

$表

/

%#普通细菌培养法和快速培养法两种方法阳性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5)'

%)

表
*

!

直接涂片法和快速培养法结果比较

检验方法
,

阳性,

,

$

3

%- 阴性,

,

$

3

%-

直接涂片法
*'*) *2*

$

*/54

%

*:*2

$

;+5(

%

快速培养法
*'*) :')

$

/:5/

%

**4)

$

+45;

%

表
/

!

普通细菌培养法和快速培养法结果比较

检验方法
,

阳性,

,

$

3

%- 阴性,

,

$

3

%-

细菌培养法
*'*) :'4

$

/:54

%

**'(

$

+45(

%

快速培养法
*'*) :')

$

/:5/

%

**4)

$

+45;

%

'

!

讨
!!

论

外阴阴道念珠菌病包括无症状的阴道寄居及有症状的阴

道炎)大多数念珠菌外阴阴道炎的症状*体征典型#容易作出

诊断(对症状及体征不典型者#要根据有无诱发因素及实验室

检查而作出诊断,

'

-

)念珠菌感染为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的首

要原因#易感年龄多数在
//

!

('

岁之间#而
:)

!

:4

岁左右的

妇女感染率较高#大多数研究表明#

')3

!

+'3

的育龄妇女至

少患有
*

次念珠菌性阴道炎#

()3

!

')3

患者有再次发作的经

历#而
'3

!

*)3

的妇女有反复发作的念珠菌性外阴阴道

炎,

4

-

)

中国念珠菌感染率各地的报道相差甚远#从
+5)3

!

*(5)3

#仅有王秀云等,

+

-报道念珠菌平均感染率
*)5/3

#与孙

晓筠等,

;

-报道念珠菌感染率
*)5+3

接近)本研究显示#直接

涂片法念珠菌感染率为
*/543

#比王秀云与孙晓筠的报道略

高一些)直接涂片法是目前临床上常用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的

检测方法#该法不染色#操作简便快速)但由于阴道分泌物涂

片有大量的上皮细胞和正常菌群的微生物#合并感染时还有大

量的脓细胞#在杂乱的背景下#无经验者难以辨认#容易造成假

阴性#因此#灵敏度比较低)而且许多研究一致表明#由于抗真

菌治疗#

')3

培养阳性有症状的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患者使用该

法检测为阴性)另外阴道上皮细胞膜的卷曲折叠*药物结晶及

拭子纤维等容易被误认为菌丝而产生假阳性)

快速培养法其灵敏度为
2(5;3

#特异度为
225/3

#阳性率

为
/:5/3

#培养时间为
/5'0

#快速培养法与直接涂片法比较#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快速培养法阳性率明显高

于直接涂片法)传统的细菌培养法阳性率为
/:543

#与快速培

养法比较#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但其操作比较

繁琐#也比较耗时#常常需要
:E

甚至
*

周才能得到准确结果)

近年来#研发的念珠菌显色培养基最少需要
/(

!

(;0

才能诊

断外阴阴道念珠菌病#且价格昂贵)

综上所述#快速培养法操作简单*阳性率高*检测时间短*

敏感度和特异度好#为临床早期明确诊断*早期合理治疗*改善

预后提供了有力的实验室支持#为外阴阴道念珠菌检测的理想

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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