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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在检测脊柱结核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侯婷婷3

!侯
!

惺!

!李
!

远3

!李
!

钿3

!索海燕3

!周
!

正#

"

"

30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检验部!济南
!9"""3

$

!0

山东省枣庄市立医院药房!山东枣庄
!443""

$

#0

山东省胸科医院检验科!济南
!9""3#

%

!!

摘
!

要#目的
!

评估
@I.IW

O

I2NASV

#

5>C

系统在脊柱组织标本中快速准确诊断脊柱结核的应用价值'

方法
!

使用
@I.IW

O

I2NASV

#

5>C

对已确诊的
38!

例脊柱结核患者和
9"

例健康对照者的脊柱组织标本进行检

测!评价
@I.IW

O

I2NASV

#

5>C

系统在诊断脊柱结核中的检测性能'结果
!

@I.IW

O

I2NASV

#

5>C

在诊断脊柱

结核的灵敏度为
:"04!E

"

399

#

38!

%!特异度为
8!0""E

"

6$

#

9"

%'

@I.IW

O

I2NASV

#

5>C

进行利福平耐药性检

测的灵敏度为
8604"E

!特异度为
::0$4E

'结论
!

@I.IW

O

I2NASV

#

5>C

系统在诊断脊柱结核时有较高的准

确性!在辅助诊断脊柱结核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可明显提高脊柱结核病的检出率!可以为临床进一步提供诊断

服务'

关键词#

@I.IW

O

I2NASV

#

5>C

$

!

脊柱结核$

!

利福平

中图法分类号#

566$09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

!!

中国的结核病发病率位居全球第二"结核病患者

人数仅次于印度,

3

-

#脊柱结核是结核病中的重要类

型之一"占结核病总患者的
!E

#

9E

,

!

-

"并且脊柱结

核约占人类骨结核的
9"E

,

#

-

#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

国家中"

!"

岁以下人群为易感人群"在发达国家"则反

之,

#

-

"并且发展中国家的男性发病率远远高于女性#

传统结核病实验室诊断的金标准一般为结核分枝杆

菌&

ASV

'培养"然而"传统试验方法存在较多弊端"例

如抗酸染色法阳性率偏低"

ASV

培养周期较长"需

#

#

4

周"而且对
ASV

的质量要求较高"因而"急需一

种能快速准确检测
ASV

感染的方法#

@I.IW

O

I2N

ASV

(

5>C

作为一种快速+有效的分子诊断手段"得到

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和推荐#

@I.IW

O

I2NASV

(

5>C

可在
!G

内直接从痰液标本中检测
ASV

和利福平

&

5>C

'耐药性"其灵敏度为
$4E

#

8$E

"特异度为

89E

,

6&9

-

#本研究通过脊柱组织标本检测"评价了

@I.IW

O

I2NASV

(

5>C

在脊柱结核患者中的诊断价

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收集
!"39

年
3

月至
!"3$

年
3!

月山

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收治的经临床表现+病理学检查

和影像学检查确诊的脊柱结核患者共
38!

例纳入病

例组"其中男
3""

例&

9!0":E

'"女
8!

例&

6408!E

'*

#

!"

+

!"

##

6"

+

6"

##

$"

+

$

$"

岁患者分别为
3$

例

&

:0##E

'+

$$

例&

#60#4E

'+

4$

例&

#809:E

'+

#6

例

&

3404"E

'*病变部位包括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分别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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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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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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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0!3



3!

例&

$0!9E

'+

4!

例&

#409"E

'+

3""

例&

9!0":E

'+

:

例&

6034E

'*主要症状包括咳嗽+咳痰+发热+咯血+胸

痛+血液传播+继发性肺结核分别
!#

例&

33084E

'+

##

例&

3403:E

'+

#9

例&

3:0!!E

'+

3:

例&

80#4E

'+

#3

例

&

3$036E

'+

!

例&

30"6E

'+

9"

例&

!$0"6E

'#选取
9"

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结核抗体和胸片检查均为

阴性"排除结核病"其中男
#4

例"女
3#

例"年龄
39

#

$3

岁"平均&

#80#D404

'岁#

$0/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标本采集前未使用过抗结

核药物治疗#对术中所获取的脊椎组织"使用高速粉

碎机进行充分的粉碎研磨"加入
K(F[

和磷酸盐缓冲

液"在高速振荡仪中振荡"并在高速离心机中以
39"""

2

(

').

离心
39').

"离心后的沉淀物分成
#

份待用"分

别进行荧光抗酸涂片染色法检测+

V7;S%;S A@>S

8$"

&

V?

公 司'

ASV

培 养+

@I.IW

O

I2N ASV

(

5>C

检测#

$0/0$

!

荧光抗酸涂片染色法
!

按照$结核病诊断实

验室检验规程%

,

$

-中的要求进行标准化操作#报告方

式按照
3""

倍物镜按
3h

#

6h

进行分级#

$0/0/

!

A@>S8$"ASV

液体培养及
5>C

灵敏度试验

!

取沉淀物
3'<

置于添加营养剂和杂菌抑制剂的

A@>S8$"

液体培养管中"放于
V7;S%;S A@>S8$"

培养仪中进行培养"培养过程中对阳性标本进行
5>C

&

3

%

,

(

'<

'药敏试验#

$0/0'

!

@I.IW

O

I2NASV

(

5>C

检测
!

取
309'<

沉淀

物加入
!'<

处理液中"并置于高速涡旋振荡器上混

匀"孵育
39').

取处理液加入反应盒后"置于
@I.IW&

O

I2N

检测模块中"

!G

后判读结果#

$0'

!

统计学处理
!

以临床诊断和
ASV

液体药敏法

为金标准"通过计算灵敏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阳

性预测值及其
89E

置信区间"评价
@I.IW

O

I2NASV

(

5>C

检出
ASV

及
5>C

耐药性的准确性#

/

!

结
!!

果

/0$

!

@I.IW

O

I2NASV

(

5>C

在脊柱结核诊断中的应

用
!

38!

例脊柱结核患者病灶标本中"

399

例
@I.IW&

O

I2NASV

(

5>C

结果阳性"

#4

例阴性#以临床诊断影

像学为金标准"荧光抗酸涂片染色法+

A@>S8$"ASV

液体培养+

@I.IW

O

I2NASV

(

5>C

在检测脊柱结核方

面的灵敏度分别为
!$09$E

+

9:0##E

和
:"04!E

"见

表
3

#

表
3

!!

#

种方法检测脊柱结核的诊断性能

方法 灵敏度,

E

&

%

(

%

'- 特异度,

E

&

%

(

%

'- 阳性预测值&

E

' 阴性预测值&

E

'

@I.IW

O

I2NASV

(

5>C :"04!

&

399

(

38!

'

8!0""

&

6$

(

9"

'

8406: 9906!

A@>S8$"ASV

培养
9:0##

&

33!

(

38!

'

860""

&

64

(

9"

'

840#8 #40""

荧光抗酸涂片染色法
!$09$

&

93

(

38!

'

3""0""

&

9"

(

9"

'

3""0"" !$03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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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

在检测
5>C

耐药性方面

的应用
!

本试验以
A@>S8$"ASV

液体药敏法为金

标准"利用
@I.IW

O

I2NASV

(

5>C

系统对
38!

例患者

和
9"

例健康对照者标本进行
5>C

耐药检测"结果显

示
A@>S8$" ASV

液体药敏法检测出对
5>C

敏感

3:8

例"耐药
9#

例"

@I.IW

O

I2NASV

(

5>C

系统检出对

5>C

敏感
3:9

例"耐药
94

例"

!

种方法均检测对
5>C

敏感的为
348

例"耐 药
64

例#因 而"

@I.IW

O

I2N

ASV

(

5>C

在 检 测
5>C

耐 药 方 面 的 灵 敏 度 为

8604"E

"特异度为
::0$4E

"阳性预测值为
8$049E

"

阴性预测值为
:!069E

#

'

!

讨
!!

论

!!

!"34

年
b[F

对全球结核病控制的重点是快速

准确地诊断结核病"尤其是提高耐多药结核的诊断能

力#结核病的早期诊断及其耐药性的检测"对于很好

地控制耐药结核病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

年来我国结核病患者数量大大降低"然而脊柱结核病

患者比例逐年升高"现已占国内总结核感染人数的

!!E

,

4

-

"传统实验室使用的固体
ASV

培养和普通抗

酸染色涂片方法灵敏度较低&

#

6:E

'

,

:

-

"又由于脊柱

结核标本的特殊性"在实验室操作和检测时"较难从

脊柱组织标本中分离
ASV

"导致较高的假阴性率"从

而会出现临床诊断的延误#因此"在脊柱结核临床诊

疗中急需一种快速+准确的检验方法"近年来"分子诊

断技术检测
ASV

中的
?K7

可提高试验的有效性和

准确性,

8

-

#

@I.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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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

系统以半巢式实时

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Y;5

'为基础检测
ASV

中

2

O

1V

基因"检测周期为
!G

左右"并且可以检测
5>C

的耐药性,

3"

-

#本研究 使用 脊柱 组织标 本"评 估

@I.IW

O

I2NASV

(

5>C

系统快速准确诊断脊柱结核的

应用价值#

本研究使用
@I.IW

O

I2NASV

(

5>C

系统检测脊柱

结核的灵敏度为
:"04!E

+特异度为
8!0""E

"检测

5>C

耐药性的灵敏度为
8604"E

"特异度为
::0$4E

#

然而李力韬等,

33

-用
@I.IW

O

I2NASV

(

5>C

系统检测

脊柱结核患者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达到
8:E

以上"均

高于本研究中结果#本研究结果较低的原因有以下

几点"首先"李力韬等,

33

-的研究中标本来源均使用

ASV

培养阳性的标本"而本研究中标本直接来源于

临床手术标本"未使用细菌培养阳性标本#其次"国

外学者
75A7K?

等,

3!

-的研究中"对同一脊柱标本进

行重复试验"根据多次结果平均值得出最终结果"其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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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3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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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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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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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单次试验结果"而本研究对每

份标本只检测一次#由此可见
@I.IW

O

I2NASV

(

5>C

检测次数的增加会提高其检测
ASV

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

3#

-

#由于本试验标本量较少"并且病例中含有较多

儿童病例"有国外文献报道"

@I.IW

O

I2NASV

(

5>C

检

测儿童结核患者时"其灵敏度和特异度明显低于成

人"因此较多的儿童病例会降低本研究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

36

-

#

国外文献报道
A@>S8$"ASV

液体培养法无法

培养非
ASV

"但由于非
ASV

会引起病变与
ASV

相

似的临床症状"临床上易被误诊为结核感染#

A;&

K%5K%Q

等,

39

-报道"对已知的
33

株非
ASV

进行

@I.IW

O

I2N ASV

(

5>C

检测"检出
33

株 非
ASV

"

@I.IW

O

I2NASV

(

5>C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反应"特异

度达
3""0""E

#在本次研究中未检出非
ASV

的标

本"原因可能为!非
ASV

通常感染部位是肺部组织+

淋巴结+终末支气管+皮肤及特殊软组织#另由于本

研究收集组织标本量较少"没有足够量标本来分析非

ASV

在脊柱组织中的感染情况#因此"在日常临床

工作中"对于
@I.IW

O

I2NASV

(

5>C

检测结果为阴性

的患者"临床医师也需要根据影像学诊断及其他检测

方法"客观分析患者病情#

ASV

感染患者中有一部分为血液播散性的病

例"患者病情十分凶险"但是国内外研究中"并没有纳

入血液播散性病例"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纳入

血液播散性病例#本研究由于使用的标本类型为脊

柱病灶组织"标本数量较少"标本类型单一"不能全

面+综合地评价
@I.IW

O

I2NASV

(

5>C

系统在不同类

型标本诊断结核感染中的诊断价值"在下一步研究

中"尽量多收集不同标本类型的标本"例如胸腔积液+

肺泡灌洗液+关节液等#因此"还需要更多实验报告

来评价
@I.IW

O

I2NASV

(

5>C

在快速诊断病情危重结

核患者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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