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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检组织淀粉样变性染色时不同分化时间

对结果的影响及质量控制的意义

徐
!

帆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病理科!重庆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活检组织淀粉样变性检测时!不同的分化时间对结果的影响!探讨其质量控制措施和

重要性"方法
!

收集淀粉样变性阳性病例共
(&

例!每例石蜡块切片
'

张!在刚果红染色均为
%$E@>

时!采用不

同的分化时间后对结果进行观察比较"结果
!

5

组*

!<

分化显示阳性信号突出!背景清晰!阳性与阴性染色区

域效果对比分明&

V

组*

%!<

分化显示阳性信号微弱!背景较清晰!阳性与阴性染色区域效果对比比较模糊&

+

组*

($<

分化显示阳性信号极其微弱!部分缺失%弥散!阳性与阴性染色区域效果对比模糊&

.

组*

'$<

分化显示

已无明显阳性信号!也无明显阳性与阴性染色区域效果"结论
!

刚果红染色不同的分化时间对阳性结果有明

显差异!活检组织淀粉样变性检测时适宜
!<

分化!

%E@>

衬染!这样染色效果最佳"

关键词"病理活检&

!

特殊染色&

!

对比分析&

!

质量控制

中图法分类号"

7''?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

$

%(/%)$'/$(

!!

淀粉样变性是由于淀粉样蛋白沉积在细胞外基

质造成组织和器官损伤的一组疾病'随着我国人口

老龄化和环境致病因素加剧#淀粉样变性发病率呈逐

年升高趋势'临床对于淀粉样变性的诊断及治疗也

逐渐重视起来#病理组织活检发现#刚果红染色阳性

的无定形物质沉积#是目前诊断淀粉样变性的金标

准*

%/(

+

'刚果红染色的难点在于分化时间的掌握#分

化时间过短#背景模糊#阳性与阴性染色区域对比效

果不明显#不易辨别阳性信号(分化时间过长#阳性信

号微弱)弥散#阳性与阴性染色区域对比效果不清晰#

很容易造成误诊和漏诊'而目前所有相关技术操作

说明书及介绍均没有明确指出具体染色时间#给染色

操作带来很大困惑*

'/?

+

'本研究拟探索出最佳的染色

时间及证明质量控制的重要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收集本院病理科确诊的淀粉

样变性阳性病例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皮

肤组织
%!

例#声带息肉
%$

例#肾穿组织
%"

例'皮肤

组织)声带息肉)肾脏常为淀粉样蛋白沉积的部位#并

且可通过病理活检明确诊断为淀粉样变性'声带息

肉具有早期诊断淀粉样变性的特性#皮肤组织具有出

现明显临床症状时诊断淀粉样变性的特性#而肾穿组

织具有出现严重临床症状时诊断淀粉样变性的特性#

在标本选择上具有普遍代表性及实际性'所有病例

均为经过标准化流程脱水处理后制成的组织蜡块'

脱水机为德国莱卡全自动脱水机'刚果红染色试剂

盒由福州迈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8/

!

方法
!

每个病例蜡块切片
'

张#厚度
'

%

E

#分别

为
5

)

V

)

+

)

.

组'对
'

组进行刚果红染色#具体流程!

$

%

%石蜡切片#常规脱蜡至水($

"

%滴加饱和刚果红染

液染色
%$E@>

#水洗
%$<

($

(

%滴加分化液#

5

组为
!<

#

V

组为
%!<

#

+

组为
($<

#

.

组为
'$<

($

'

%水冲洗

(E@>

($

!

%苏木素染色
%E@>

#水洗返蓝($

?

%常规脱

水#透明封固#光学显微镜下普通光及偏振光观察'

$8'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8$

统计软件描述性

分析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

分率表示'

/

!

结
!!

果

/8$

!

'

组不同分化时间染色效果对比图
!

见图
%

'

5

组!红色阳性信号突出#背景清晰#染色效果阳性与阴

性染色区域对比分明(

V

组!红色阳性信号微弱#部分

弥散)染色效果阳性与阴性染色区域对比比较模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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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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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红色阳性信号极其微弱#弥散)缺失严重#染色效

果阳性与阴性染色区域对比非常模糊(

.

组!分化过

度#已无明显阳性信号#染色效果无阳性与阴性染色

区域对比'

图
%

!!

'

组染色效果对比图

/8/

!

'

组阳性结果比较
!

见表
%

'

5

组阳性病例
(&

例#阳性符合率为
%$$8$c

(

V

组阳性病例
"%

例#阳性

符合率为
!?8#c

(

+

组阳性病例
#

例#阳性符合率为

"%8?c

(

.

组阳性病例
%

例#阳性符合率仅为
"8&c

'

表
%

!!

'

组阳性结果比较#

&W(&

$

组别
&

皮肤组织 声带息肉 肾穿组织 百分比$

c

%

5

组
(& %! %$ %" %$$8$

V

组
"% %$ ! ? !?8#

+

组
# ! " % "%8?

.

组
% % $ $ "8&

/8'

!

'

组阳性例数结果描述性分析
!

见表
"

)图
"

'

'

组刚果红染色阳性病例在偏振光下观察均呈苹果绿

色双折光'皮肤组织)声带息肉)肾穿组织
(

种类型

组织经过不同的分化时间#

5

组阳性病例平均值为

%"8((((

#

V

组为
&8$$$$

#

+

组为
"8???&

#

.

组为

$8((((

#

5

)

V

)

+

)

.

组中标准差及标准误数值从明显

小于均值至略大于均值#呈递增状态#与分化时间延

长阳性病例逐渐减少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表
"

!!

描述性分析

组别
&

阳性例数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极小值 极大值

5

组
( %"8(((( "8!%??% %8'!")& %$8$$ %!8$$

V

组
( &8$$$$ "8?'!&! %8!"&!( !8$$ %$8$$

+

组
( "8???& "8$#%?& %8"$%#! %8$$ !8$$

.

组
( $8(((( $8!&&(! $8((((( $8$$ %8$$

图
"

!!

'

组阳性例数均值图

'

!

讨
!!

论

!!

本试验将活检组织石蜡块切片经刚果红染色#采

用回顾性研究#采取不同的分化时间探讨刚果红染色

的质量控制#协助病理诊断得到最可靠的结果*

&/)

+

'

结果显示#不同分化时间对刚果红染色阳性结果有明

显差异'

5

组阳性信号突出#背景清晰#阳性
(&

例#

阳性符合率为
%$$8$c

#效果最佳(

V

组阳性信号微

弱#部分弥散#阳性
"%

例#阳性符合率为
!?8#c

(

+

组

阳性信号极其微弱#弥散并且缺失严重#阳性例数
#

例#阳性符合率迅速下降至
"%8?c

(

.

组已无明显阳

性信号#阳性例数仅
%

例#阳性符合率仅为
"8&c

'刚

果红染色分化时间数秒#以控制在
($<

以内为最佳'

因此试验设计上分化时间不超过
'$<

#分为
'

组#以

!<

为基数#

5

)

V

)

+

组分化时间呈倍数递增#

.

组分化

时间为上限$

'$<

%'结果证明#

5

组染色效果最理想#

V

组部分病例出现假阴性#

+

组大部分病例出现假阴

性#只有少数几例阳性表达#而
.

组几乎全部假阴性#

只有
%

例皮肤组织呈阳性表达#可能与该病例为比较

典型的皮肤淀粉样变病有关'最终结果显示#刚果红

染液染色
%$E@>

后
!<

分化即可能得到最佳的染色

效果'在统计学分析中#标准差是样本数据方差的平

方根#它衡量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反映个体观察值

的变异(标准误是样本均值的标准差#衡量的是样本

均值的离散程度#反映样本均数之间的变异'

(

种类

型的组织经过
'

个分化时间分组后#通过描述性分析

发现#在
5

)

V

)

+

组中#标准差及标准误数值均明显小

于均值#表明样本数据离散程度小#抽样误差小#而在

.

组标准差略大于均值#标准误等于均值#表明样本

数据离散程度大#

'$<

分化时间不适宜刚果红染色'

极大值)极小值是反映变量中的数据是不是超出了合

理的范围#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在每组中极大值和

极小值均在
(

种类型组织经过不同的分化时间后阳

性例数的合理范围内#最终表明该方法有统计学意

义'本研究结果显示#相关技术操作说明书均介绍分

化时间可在镜下观察控制#以这种方式最好'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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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的时间只有数秒#稍纵即逝#时间上不易掌握#也

不利于不具备看片经验且为初级职称的技术操作人

员#特别不适合在基层单位的病理科开展'

刚果红染色是病理特殊染色的一种#特殊染色是

针对特殊病例而采取的特殊方法#每一种特殊染色的

具体试剂)流程)时间的掌控均有差别*

%$/%%

+

'而淀粉

样变性刚果红染色更不易掌握#难点在于分化及衬染

时间上的配合#染色效果有时出现的阳性信号不突

出#背景模糊#阳性与阴性染色区域效果对比不分明(

有时又出现阳性信号微弱)弥散#无明显阳性与阴性

染色区域效果对比#非常容易造成误诊和漏诊'因

此#只有严格按照程序操作#才能确保质量#给病理诊

断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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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孕期孕妇血浆
./

二聚体和凝血
'

项水平变化及临床价值

周
!

军!张
!

玮!王
!

飞!陈
!

荣'

湖北省鄂州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湖北鄂州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不同孕期孕妇凝血
'

项及
./

二聚体#

./.

$水平变化及临床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至
"$%#

年
?

月该院
??

例孕妇作为孕妇组!纳入同期
!$

例健康非孕妇作为对照组"检测孕妇组孕早期%中

期%后期%临产期纤维蛋白原#

P6V

$%凝血酶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52**

$%凝血酶原时间#

2*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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