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反应发生率为
+,;-b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G,G;b

#

表明单纯使用光子嫩肤术治疗容易引起皮肤局部炎

性反应#加速色素沉着#遗留疤痕#而联合
U5

离子导

入治疗明显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其原因可能与

U5

后续治疗作用有关(

综上所述#光子嫩肤术联合
U5

离子导入治疗黄

褐斑及面部美容具有更好的临床价值#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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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蛋白酶对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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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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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检测的影响

黄
!

娴&

!向
!

东+

!解金辉&

&,

天津市血液中心免疫血液学研究室!天津
%--&&-

#

+,

上海市血液中心输血研究所!上海
+---E&

!!

摘
!

要"目的
!

比较
.

种不同的蛋白酶对
:N0

'

*

'

\"

/抗原检测的影响&方法
!

采用
+

步酶法!

:N0

抗原阳

性红细胞分别与木瓜蛋白酶'菠萝蛋白酶'无花果蛋白酶'胰蛋白酶'糜蛋白酶'链酶蛋白酶混合!

%Fa

孵育
&-

!"6

后
%

洗红细胞!加入
[

1

W

抗
$:N0

!进行抗人球蛋白试验!记录反应强度#对照组平行试验!将酶替换为等量

生理盐水&含有
*

抗原或
\"

/抗原的红细胞也进行此试验!加入的抗体与抗原相对应&结果
!

木瓜蛋白酶'无

花果蛋白酶'糜蛋白酶'链酶蛋白酶减弱甚至破坏
:N0

抗原!而菠萝蛋白酶'胰蛋白酶不影响它&木瓜蛋白酶'

糜蛋白酶'链酶蛋白酶破坏
*

抗原!而菠萝蛋白酶'无花果蛋白酶'胰蛋白酶不影响它&

.

种蛋白酶均不破坏
\"

/

抗原&结论
!

不同种类的蛋白酶对红细胞抗原检测的影响不同!在酶法试验中应注意区分&

关键词"蛋白酶#

!

:N0

抗原#

!

*

抗原#

!

\"

/抗原

中图法分类号"

#GG.,.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F+$;GEE

$

+-&;

%

&E$++&C$-%

!!

在红细胞抗原抗体反应试验中#酶法是经典方法

之一(国外常用的蛋白酶主要有木瓜蛋白酶+胰蛋白

酶+糜蛋白酶+无花果蛋白酶+链酶蛋白酶等#国内使

用的蛋白酶主要为木瓜蛋白酶和菠萝蛋白酶(本文

主要比较以上
.

种不同种类的蛋白酶对红细胞
:N0

+

*

+

\"

/抗原检测效果的影响(这
%

种抗原虽频率不

高#但其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N0

在东南亚人群的分

布显著多于其他地区)

&

*

$位于血型糖蛋白
V

%

W=V

&的

*

抗原与位于血型糖蛋白
(

%

W=(

&的
:

抗原相比#受

酶的影响可能不同#但相关研究较少$

\"

/几乎为蒙古

族特有抗原)

+

*

(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试验用到的木瓜蛋白酶+菠萝蛋白

酶+无花果蛋白酶+胰蛋白酶+糜蛋白酶+链酶蛋白酶

和抗
$\"

/

+抗
$:N0

+抗
$*

血清均来自上海市血液中心

输血研究所(蛋白酶溶液的配制参照试剂使用说明

书#抗
$\"

/

+抗
$:N0

+抗
$*

血清均为
[

1

W

性质(

$,/

!

试剂与仪器
!

谱细胞%上海血液生物&#抗人球

蛋白试剂卡%瑞士达亚美&(离心机%

_($++--

#日本

久保田&#试剂卡离心机%瑞士达亚美&#恒温水浴箱

%北京市医疗设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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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步酶法
!

从谱细胞中挑选出
%

种
:N0

B红

细胞混匀为
&

份#盐水洗
%

遍后配成
+b

$

%b

水平#

分成
F

份#分别加入等量的木瓜蛋白酶+菠萝蛋白酶+

无花果蛋白酶+胰蛋白酶+糜蛋白酶+链酶蛋白酶#对

照组加入等量盐水#

%Fa

孵育
&E!"6

后用盐水洗
%

遍#配成
+b

$

%b

水平(检测
*

+

\"

/

#使用的细胞改为

*

抗原阳性+

\"

/抗原阳性红细胞各
%

种混匀#其他步

骤相同(

$,',/

!

抗人球蛋白试验
!

采用试管抗人球法检测
.

种蛋白酶和盐水对照处理后的
:N0

抗原阳性+

*

抗原

阳性红细胞与抗
$:N0

+抗
$*

血清的反应#比较各管反

应强度(由于试管抗人球法检测
\"

/抗原阳性红细胞

与抗
$\"

/血清凝集强度太弱无法判读#采用抗人球蛋

白凝胶卡检测
.

种酶处理和盐水对照的
\"

/阳性红细

胞与抗
$\"

/血清的反应#记录凝集强度(

为检测红细胞的状态以确保试验结果可靠#采用

试管法直接离心#检测上述
.

种酶处理及对照组的红

细胞与
[

1

W

性质的抗
$\

血清的反应#试验采用的红

细胞均为
\

阳性#试管法直接离心的凝集强度均为

BBB

$

BBBB

(

/

!

结
!!

果

!!

.

种蛋白酶对
:N0

+

*

+

\"

/抗原检测的影响如表
&

所示#

:N0

和
*

试验结果均为试管抗人球法的凝集强

度#

\"

/为抗人球蛋白凝胶卡的结果(从凝集强度可

知#木瓜蛋白酶+无花果蛋白酶+链酶蛋白酶+糜蛋白

酶可减弱甚至破坏
:N0

抗原#而菠萝蛋白酶+胰蛋白

酶不影响
:N0

抗原(木瓜蛋白酶+糜蛋白酶+链酶蛋

白酶可破坏
*

抗原#而菠萝蛋白酶+无花果蛋白酶+胰

蛋白酶不影响
*

抗原(

.

种蛋白酶均不破坏
\"

/抗原(

表
&

!!

不同蛋白酶处理后的凝集强度

抗原 木瓜蛋白酶 菠萝蛋白酶 无花果蛋白酶 胰蛋白酶 糜蛋白酶 链酶蛋白酶 对照组

:N0 - BBB4 - BBBB B

R

- BBB

R

* - BBB BBB

R

BBB

4

- - BBB

4

\"

/

BB

4

BBB BB

4

BBB

R

BBB BBB BBB

!!

注!表中的R 表示略弱#

4表示略强

'

!

讨
!!

论

!!

红细胞表面的唾液酸带有负电荷#使红细胞相互

排斥#某些蛋白酶可破坏红细胞表面的唾液酸结构#

使得负电荷减少#红细胞距离缩短#使得某些抗原抗

体反应增强)

%

*

(然而蛋白酶处理红细胞时可催化肽

键的水解#导致某些血型抗原失活#不同种类的蛋白

酶作用位点和酶切方式有差异(胰蛋白酶催化水解

赖氨酸和精氨酸羧基端肽键#用它处理完整的细胞

时#可使
W=(

蛋白的第
%;

位氨基酸残基发生酶切#

但它不能使
W=V

失活)

G

*

(糜蛋白酶又称胰凝乳蛋白

酶#能水解苯丙氨酸+色氨酸等一系列芳香族氨基酸

的羧基端肽键#它处理红细胞时可使
W=V

的
?

端第

%G

位氨基酸发生酶切)

E

*

(木瓜蛋白酶+无花果蛋白酶

和菠萝蛋白酶具有广泛特异性)

.

*

#链酶蛋白酶来自链

球菌(

:N0

抗原属于
:?*

血型系统的
:"O326P20

1

20

系列#由唾液酸糖蛋白
WfV

基因的外显子
%

编码产

生#它的分子形成可能与
W=V

中插入
W=(

片段有

关(

:N0

与
*

抗原的分子基础均基于
W=V

#故均未被

胰蛋白酶破坏#而被糜蛋白酶减弱或破坏(

\"

/ 抗原

在带
%

蛋白上#表现为
CEG

位上的亮氨酸(带
%

蛋白

是红细胞膜的主要内在蛋白#具有阴离子转运功能#

\"2

1

I

缺失型的健康个体未见报道#或能解释
\"

/ 抗

原不受
.

种酶处理的影响(

本文通过试验证明#对于不同的血型抗原%

:N0

+

*

+

\"

/

&#

.

种不同种类蛋白酶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

进行不规则抗体鉴定时#考虑到酶对血型系统抗原的

影响#根据酶处理前后谱细胞反应强度的差异#有助

于鉴定抗体特异性(国外有学者研究不同酶对血型

抗原的不同作用#根据
:(#[̂ ?

等)

F

*的研究#木瓜蛋

白酶+无花果蛋白酶+胰蛋白酶+糜蛋白酶均显示增强

反应的血型系统主要有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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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
G

种蛋白酶

均显示破坏的血型系统主要有
`

1

+

>H"MI

"

#IM

1

204

+

[6M"/6

+

X:@

等$这
G

种蛋白酶不影响的血型系统主

要有
_2OO

+

\"2

1

I

+

>IO3I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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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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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等#这
G

种蛋白

酶作用有所不同的血型系统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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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酶活性易受温度+保存时间等因素影响#为了验

证酶处理红细胞的效果#本试验中采用试管法直接离

心检测酶处理红细胞与
[

1

W

性质的抗
$\

血清的凝集

强度#结果均为
BBB

$

BBBB

#说明酶处理达到

了效果#且红细胞
\

抗原免疫原性未被破坏(酶处理

某种红细胞抗原的试验还可以再细化#以酶处理的时

间为横轴#凝集强度为纵轴#制作酶处理红细胞抗原

的时间
$

凝集强度变化曲线(进一步扩展#还可研究不

同种类的酶对其他血型抗原检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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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二甲中医院
+-&C

年重症监护室临床分离病原菌的

分布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任继欣!吴连杰!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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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中医医院检验科!河北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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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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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对某基层二甲中医院
+-&C

年重症监护室$

[>8

%分离的病原菌分布特点及其耐药性进行回

顾性分析!探讨基层中医院
[>8

防控医院感染中存在的问题!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医院感染的监控提

供依据&方法
!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及仪器产品配套的使用说明书!采用
U[)Y_+>I!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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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

年
&c&+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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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的临床标本进行鉴定'药敏分析!并收集个人资料&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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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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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
&%GG

份标

本!分离病原菌
EE&

株!检出率为
G-,;b

!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G++

株$

F.,.b

%!革兰阳性球菌
.&

株$

&&,&b

%!酵

母样真菌
.C

株$

&+,%b

%#病原菌标本来源主要为痰液'中段尿'血液标本#革兰阴性杆菌检出率居前
E

位的依

次是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奇异变形杆菌'大肠埃希菌#革兰阳性球菌中!优势菌为凝固

酶阴性葡萄球菌'屎肠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酵母样真菌以白色假丝酵母菌检出最多&药敏结果显示"分离

出的主要革兰阴性杆菌均未检出对替加环素耐药菌株!但对其他多种类型抗菌药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耐药&

其中肠杆菌科细菌对
"

$

内酰胺类多种抗菌药物耐药率高!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的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

分别为
FE,Gb

和
F;,Gb

#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为
GF,Cb

#非发酵菌的耐药性更加严峻!对多种抗菌药物

呈广泛耐药#分离出的主要革兰阳性球菌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达托霉素'替加环素等耐药!但对其他

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不容乐观#分离出的真菌以白色假丝酵母菌最多!其中少数菌株对唑类抗真菌药物耐药

$

+,.b

%!其他酵母菌$光滑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酵母菌%对常用的抗真菌药物敏感性高&结论
!

该院
[>8

主

要病原菌分布具有自己的特点!多重耐药性已十分严重!应重视病原菌耐药性监测和筛查!加强医院感染的

防控&

关键词"重症监护病房#

!

耐药性#

!

病原菌

中图法分类号"

#GG.,E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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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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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

[>8

&集中各科的危重患者#这些病

患多伴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自身免疫功能低下#且住

院时间较长#加之侵入性诊疗较多以及广谱抗菌药物

的大量使用#其病原菌构成及耐药性与非
[>8

患者有

极大差异)

&

*

(近年来#

[>8

细菌感染的发生率以及感

染细菌的耐药性逐渐增高#医院感染问题也逐步受到

重视)

+

*

(本调查对某二甲中医院
[>8

病原菌的分布

特点及耐药性进行回顾性总结#以期为基层中医院防

控医院感染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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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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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种类及来源
!

收集某二甲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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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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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的各类合格标本#包括痰液+血液+中段

尿+拭子%伤口&+脑脊液+各种穿刺液+体液等#同一患

者
FM

内相同标本分离出的同一菌株仅纳入第一次分

离株#避免出现重复统计的现象(

$,/

!

质控种类及来源
!

大肠埃希菌
()>>+E;++

#金

黄色葡萄球菌
()>>+;+&%

#铜绿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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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E%

#阴沟肠杆菌
()>>F--%+%

#铅黄肠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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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白色假丝酵母菌
()>>&G-E%

#均来源于温州

康泰生物#为
c+-a

冷冻保存的干粉#使用前应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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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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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生物梅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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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培养仪#法国生物梅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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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及其配套使用的鉴定+药敏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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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生物梅里埃

半自动
()V

及与之配套的真菌鉴定和药敏卡#英国

ŜI"M

药敏纸片#所用培养皿均为郑州点石生物公司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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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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