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群的血清
/."

水平通常检测不到$

$

&6$>

8

"

I(

%

(

$

)

*病毒

感染和非感染性炎性反应时
/."

值不升高或升高不明显#当

严重感染并有全身表现时#

/."

水平明显升高并可超过
$&&

>

8

"

I(

#这时大部分由甲状腺以外的组织产生*近几年来国外

已将
/."

检测广泛用于各种感染性疾病的诊断#认为其是一

项有潜在诊断价值'敏感的全新诊断指标(

2

)

*

/."

在新生儿

中的特殊意义也日渐受到重视#这是由于新生儿感染性疾病进

展快'危害严重'病死率高#而且在新生儿期它不受母体
/."

水平高低和窒息缺氧损伤引起的急性炎性反应的影响#仅与新

生儿自身细菌感染严重程度有关(

5

)

*国内也有研究认为(

9

)

#

/."

检测对新生儿脓毒症等严重感染早期诊断及疗效判定具

有一定价值*本组资料显示#重症感染组及局部感染组患儿

/."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但一般感染时其
/."

值升

高不明显#通常在
2>

8

"

I(

以下或在正常范围内#而重症感染

时
/."

值常大于
2>

8

"

I(

#这与国外有关文献报道一致*

)=?

=<OAD

等(

#

)曾提出决定
/."

水平高低与感染的类型'范围及严

重程度有关*局限于某个脏器的细菌感染或不伴随脓毒症表

现的都不足以引起
/."

的明显升高*

.0/

是急性时相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炎性反应的重

要标志物*主要由肝脏合成#正常人血清中
.0/

含量非常低#

一般小于
$&I

8

"

(

#当机体受感染时#

.0/

的合成在
9

%

:F

内

迅速增加#

5:

%

#&F

达到高峰#含量可为正常值的
$&&

%

$&&&

倍&其半衰期较短#为
9

%

:F

#在经过合理的治疗后#

5

%

3N

迅

速降至正常*小儿急性感染时#

.0/

的检测有助于疾病早期

的鉴别诊断(

:

)

*从本组资料分析#在感染组新生儿中#局部感

染组
.0/

阳性率与重症感染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非感染

组患儿阳性率低#因此
.0/

可作为细菌感染及疗效观察的指

标#但用于鉴别新生儿自身细菌感染严重程度意义不大#在局

部感染时
/."

一般不升高或轻微升高#而
.0/

可升高*所以

在没有全身感染时#

.0/

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而在全身严

重感染时#

/."

诊断价值明显优于
.0/

#是一个敏感性'特异

性更高的指标*

本研究提示#

/."

检测为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

提供了一种快速的病原学辅助诊断依据#特别是大于
2

!

8

"

(

的重危患儿#需高度怀疑全身性细菌感染#通过对
/."

水平的

动态观察#可判断感染是否被控制#可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

素#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耐药及二重感染#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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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0

检测生殖道
/̂\

$

:

&

$$

%和高危型
/̂\

实验研究

刘春林!赵东岩!邓德耀!李娅红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昆明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检验科!昆明
:#&&2$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地区生殖道人乳头瘤病毒"

/̂\

#

:

'

$$

型和高危型
/̂\

"

0̂?̂ /\

#感染状况%方法
!

采用
/̂\

"

:

'

$$

#型和
0̂?̂ /\

型荧光定量
/.0

诊断试剂盒!对
:359

例临床表现疑似为尖锐湿疣"

.)

#患者及
$9#5

例女性健康体检者生殖

道分泌物进行荧光定量
/.0

检测%结果
!

:359

例患者中女性
/̂\

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

!

$

&6&&$

#&

/̂\

"

:

'

$$

型#检出率

"

256294

#明显高于
0̂?̂ /\

"

$96&54

#"

!

$

&6&&$

#&对于女性
0̂?̂ /\

感染!有症状患者检出率"

$365%4

#明显高于健康体检

者"

#6:94

#"

!

$

&6&&$

#%结论
!

/̂\

是生殖道感染患者的重要病原!

.)

患者以
/̂\:

'

$$

型为主&健康女性对
0̂?̂ /\

也有

一定程度的潜在感染!定期对
/̂\

感染进行筛查!对临床诊治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聚合酶链反应&

!

研究&

!

生殖

!"#

!

$&65':'

"

;

6<==>6$:35?9$5&62&$$6&:6&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5?9$5&

"

2&$$

#

&:?&:%9?&5

!!

尖锐湿疣$

OA>N

R

JAIEEOHI<>EDHI

#

.)

%是由人乳头瘤病

毒$

FHIE>

L

E

L

<JJAIEB<GH=

#

/̂\

%感染引起的主要发生在肛门

生殖器部位的性传播疾病#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持续增长#已

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性病之一*在我国
.)

已位于性病

的第
2

位#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2

)

*现对
:359

例疑似

.)

患者以及
$9#5

例健康体检女性生殖道分泌物进行荧光定

量
/.0

$

1d?/.0

%检测#其中包括最常见的低危型
/̂\

$

:

'

$$

型%和高危型
/̂\

$

$:

'

$%

'

5$

'

55

'

9#

'

#2

'

#:

'

#%

型%#为临床诊

断和治疗
/̂\

感染提供实验室依据#现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在
%$%3

例中#有症状患者
:359

例$男
$2'#

例#女
:%'2

例#均系
2&&3

年
$

月
$

日至
2&&'

年
$2

月
5$

日期

间#该院生殖科'妇科或泌尿科就诊的育龄疑似
.)

患者%#体

检中心女性健康体检者
$9#5

例*研究对象年龄多数集中在

2&

%

9&

岁#最小者
$:

岁#最大者
#9

岁*其中
9:$3

例$男
395

例#女
5%39

例%检测
/̂\

$

:

"

$$

%亚型#

2$$3

例$男
##2

例#女

$#:#

例%检测
0̂?̂ /\

亚型#体检中心
$9#5

例女性健康体

检者仅检测
0̂?̂ /\

亚型*

+

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52

卷第
:

期
!

+>DZ(EQ[CN

!

[E

R

2&$$

!

\AJ652

!

-A6:



D6E

!

方法
!

女性用棉拭子沾取无菌生理盐水少许#深入宫颈

管内口
$

%

2OI

处#轻轻旋转
5

圈#收集宫颈口的脱落细胞#将

拭子按无菌操作放入专用试管中*男性用无菌男性专用棉拭

子沾取少许无菌生理盐水#深入尿道口内
2

%

9OI

处取分泌

物#将拭子按无菌操作放入专用试管中*加入
$I(

无菌生理

盐水#漩涡震荡片刻#贴管壁挤干拭子#得分泌物悬液#取悬液

2&&

!

(

置于离心管中#

$5&&&G

"

I<>

离心
$&I<>

#离心半径
%

OI

#弃上清液#再加入
#&

!

(V-)

提取液#震荡混匀#

$&&Y

煮

沸
$&I<>

#

$5&&&G

"

I<>

离心
$&I<>

#离心半径
%OI

#取上清液

2

!

(

加入反应体系扩增*

D6F

!

仪器与试剂
!

/̂\

检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0

技术#

仪器为罗氏公司
(<

8

FDO

R

OJCG

荧光定量
/.0

仪#试剂由中山大

学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包括
2

种低危型
/̂\

$

:

'

$$

型%和

%

种高危型
/̂\

$

$:

'

$%

'

5$

'

55

'

9#

'

#2

'

#:

'

#%

型%检测试剂*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及判定结果*

D6G

!

/̂\

的检测
!

通过探针对
2

种低危型及
$5

种高危型

/̂\

基因组的特异性引物#结合特异性的
"E

]

[E>

荧光标记

探针技术#应用荧光定量
/.0

仪#进行同步核酸扩增检测*该

荧光探针的
#i

端标记一个荧光基团#

5i

端标记一个荧光淬灭基

团#

#i

端荧光基团吸收能量后将能量转移给临近的
5i

端荧光淬

灭基团#正常情况下检测不到该探针
#i

端荧光基团发出的信

号*当溶液中有模板时#模板变性后低温退火#引物与探针同

时与模板结合#在引物的介导下#沿模板向前延伸至探针结合

处#发生链的置换#

"E

]

酶的
#i

%

5i

外切酶将探针
#i

端连接的

荧光基团从探针上切割下来#游离于反应体系中#从而脱离
5i

端荧光淬灭基团的屏蔽#接受光刺激发出荧光#切割的荧光基

团数与
/.0

产物数量呈正比*

/.0

循环条件!

'5Y

预变性
2

I<>

&然后按
'5Y#=

#

#3Y9#=

#做
9&

个循环&

53Y$I<>

做

$

个循环*

D6P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56&

统计软件进行
#

2 检验统

计分析*

E

!

结
!!

果

对
:359

例疑似
.)

患者进行
/̂\V-)

检测#其中
9:$3

例检测出低危型
/̂\

$

:

"

$$

型%#总阳性率为
256294

#女性阳

性率为
2#69&4

#男性为
$$6'%4

&

2$$3

例患者检测出
0̂?

/̂\

亚型#总阳性率为
$96&54

#其中女性为
$365%4

#男性为

96#54

*患者低危型
/̂\

检出率明显高于高危型$

!

$

&6&&$

%*低危型和高危型
/̂\

感染#女性检出率均高于男性

$

!

$

&6&&$

%*由于以体检为目的的原因#

$9#5

例健康女性仅

检测了
0̂?̂ /\

亚型#

%2

例检测结果为阳性#检出率为

#6:94

#明显低于疑似
.)

女性患者$

!

$

&6&&$

%#见表
$

*

表
$

!!

女性疑似
.)

患者和女性健康体检者
0̂?̂ /\V-)

检出情况

组别 检测例数$

%

% 阳性例数$

%

% 阴性例数$

%

% 阳性率$

4

%

#

2值
!

值

女性疑似
.)

患者组

女性健康体检者组

$#:#

$9#5

232

%2

$2'5

$53$

$365%

#6:9

$&&629

$

&6&&$

F

!

讨
!!

论

/̂\

是属于乳多空病毒科
)

亚群内的一组
V-)

病毒#

是引起
.)

和宫颈癌的主要病原体*

/̂\

基因分型主要根据

病毒
V-)

与其他任何已知
/̂\

的
($

'

*:

和
*3

开放读码框

架$

0̀1=

%的
V-)

序列同源性小于
'&4

来确定#目前被鉴定

出的
/̂\

基因类型已有
$&&

多种*

/̂\

易在潮湿温热环境

下生存增殖#有严格的嗜上皮特性#只能感染人的皮肤和黏膜

层*根据
/̂\

的组织嗜异性#将其分为皮肤类和黏膜类*后

者又根据与宫颈癌的关系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包括

/̂\:

'

$$

'

92

'

95

'

99

型等#主要引起外生殖器湿疣'外阴及阴

道上皮内瘤变'低度宫颈上皮内瘤变&高危型包括
/̂\$:

'

$%

'

5$

'

55

'

5#

'

5'

'

9#

'

#$

'

#2

'

#:

'

#%

'

#'

'

:%

型等
2&

余种#可导致中

高度宫颈上皮内瘤变#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5

)

*据报道

人体感染
/̂\

后约
'&4

能自然清除病毒#而当机体免疫抑制

或免疫缺陷时#生殖器
/̂\

感染发生率均增加(

9

)

*

本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对
/̂\

的感染有差异#男性感染

/̂\

总阳性率为
%6%&4

$

$$9

"

$2'#

%#女性为
256&'4

$

$2#:

"

#95'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女性生殖道更易

受
/̂\

感染#这可能与女性生殖道内环境'特殊的生理结构

有关#

/̂\

寄居女性生殖道的概率高于男性#女性感染后症状

轻微不易察觉#易被忽视而未及时治疗*另外
/̂\

感染以年

轻女性居多#这可能与年轻女性性生活活跃有关*

宫颈癌是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的女性恶性肿瘤#全球每年

约有
#&

万新增患者#其病死率在女性肿瘤中占第
$

位(

$

)

#

/̂\

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流行因素#

0̂?̂ /\

与宫颈癌高度

相关(

9

)

*本研究显示#

0̂?̂ /\

在疑似
.)

的女性患者中有

较高的感染率$

$365%4

%#在女性健康体检者中#

0̂?̂ /\

携

带率达到了
#6:94

*有报道显示
0̂?̂ /\

阳性者子宫颈癌

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

)

*由于
/̂\

主要通过性

传播#因此#提倡健康性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加强

锻炼#定期对
/̂\

感染进行筛查#对预防
/̂\

感染和宫颈癌

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另外#由于不同型别
/̂\

感染的致病

力不同#且
/̂\

感染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型别分布不同#所以在不同地区进行
/̂\

检测具有重要的实

际意义(

:

)

*

本组中所采用的荧光定量
/.0

是在
2&

世纪
'&

年代末发

展起来的一项全新技术#它融合了普通
/.0

和
V-)

探针杂交

技术和优点#直接检测
/.0

过程中荧光信号的变化#具有高灵

敏性'高特异性的特点(

3

)

*通过
/.0

检测#可以准确地检测出

/̂\

感染患者各亚型的
/̂\V-)

的含量#从而得以研究人

群中各亚型的
/̂\

感染状况#还可用于
/̂\

感染导致的

.)

'宫颈上皮内高度病变以及子宫颈癌的治疗监测及疗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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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菌群变迁及耐药性分析

柯
!

俊$

!邹义春$

!鲍群丽$

!罗卓跃$

!汪宏良$

#

"

$6

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科
!

95#&&&

&

26

黄石理工学院医学检验系!湖北黄石
95#&&&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菌群变迁及耐药性现状!为有效控制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提供依据%方法
!

采

用
\+"*a?52

系统和
a?!

纸片法!对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菌群变迁及耐药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92

例患者共分离出
$9%

株病原菌!

_

X条件致病菌逐渐成为主要病原菌%对庆大霉素$环丙沙星$青霉素$头孢唑林$头孢哌酮$头孢噻肟$头孢他啶耐药率

逐年增加!

2&&'

年耐药率均为
'&4

以上&对万古霉素$亚胺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复方磺胺耐药率较低%结论
!

加强医院感染

管理!及时进行病原学和药物敏感性检测!合理使用抗菌剂!有效地控制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急性颅脑损伤&

!

交叉感染&

!

抗药性!细菌

!"#

!

$&65':'

"

;

6<==>6$:35?9$5&62&$$6&:6&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5?9$5&

"

2&$$

#

&:?&:%:?&2

!!

急性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的急危重症#获得性医院感染是

急性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抗菌剂不合理使

用是造成医院感染的重要因素(

$

)

*现分析急性颅脑损伤患者

获得性医院感染菌群变迁及耐药性#为合理使用抗菌剂#控制

医院感染#促进急性颅脑损伤术后恢复提供依据*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2&&:

年
$

月至
2&&'

年
$2

月本院神经外科收

治的
9%5

例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其中并发医院感染
$92

例#男

'9

例#女
9%

例#平均年龄为
9%6#

岁#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制定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

(

2

)

*同一患者不同

部位'同一患者不同时间分离出的同一病原菌计为
$

株*

D6E

!

方法
!

细菌鉴定仪为法国生物梅里埃的
\+"*a?52

&药

敏试验采用
a?!

纸片扩散法#根据
.(,+2&&:

年文件判定结

果*细菌菌谱及耐药性分析应用
P^ -̀*"#65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E

!

结
!!

果

E6D

!

医院感染
!

9%5

例急性颅脑损伤患者中发生医院感染有

$92

例#发生率为
2'6#4

#见表
$

*

表
$

!!

$92

例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医院感染调查结果

感染部位 感染病例数$

%

% 构成比$

4

%

上呼吸道
2% $'6:

下呼吸道
:' 9%6:

泌尿道
2' 2&6:

胃肠道
% #6:

皮肤
# 563

其他
5 $6'

E6E

!

医院感染病原菌
!

$92

例急性颅脑损伤并发医院感染的

患者共分离出病原菌
$9%

株#见表
2

*

E6F

!

病原菌对常用抗菌剂体外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随着抗菌

剂的大量使用和耐药因子在细菌间的传播#细菌的耐药性不断

增强#

2&&%

年'

2&&'

年均分离出
#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除亚胺培

南外的十几种抗菌剂均耐药*不同地区抗菌剂使用情况不同#

使得不同地域细菌耐药性也有差别*

表
2

!!

急性颅脑并发医院感染患者病原菌调查结果'

%

$

4

%(

病原菌种类
2&&:

年
2&&3

年
2&&%

年
2&&'

年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3

$

#56$

%

$:

$

926$

%

$9

$

5565

%

$&

$

236%

%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

:65

%

2

$

#65

%

$

$

269

%

5

$

%65

%

大肠埃希菌
2

$

:65

%

9

$

$&6#

%

5

$

36$

%

5

$

%65

%

铜绿假单胞菌
5

$

'69

%

5

$

36'

%

9

$

'6#

%

%

$

2262

%

鲍曼不动杆菌
2

$

:65

%

#

$

$562

%

$&

$

256%

%

#

$

$56'

%

肺炎克雷伯菌
2

$

:65

%

5

$

36'

%

:

$

$965

%

#

$

$56'

%

其他
9

$

$26#

%

#

$

$562

%

9

$

'6#

%

2

$

#6:

%

!!

括号内为占当年分离病原菌总数百分比*

F

!

讨
!!

论

颅脑损伤特别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因昏迷'神经系统障

碍'肢体运动障碍'长期卧床#机体处于高分解代谢状态#呈负

氮平衡#机体因过度消耗'脱水'高热导致抵抗力下降&再者由

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伤害#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统的调节功能

削弱#机体免疫功能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低下#易受病原微生

物侵袭(

5?9

)

*

表
2

结果表明#近年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感染重

视#通过加强对医院环境'住院条件'医疗用品及设备等监管控

制#医务人员在进行医疗诊治行为时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和消

毒'隔离制度#加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使得引起外源性医院

感染的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_

W球菌比例有所下降(

#

)

*

而随着抗菌剂大量的应用#患者体内菌群失调#引起内源性医

院感染的正常菌群或条件致病菌$如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

杆菌'某些真菌等%比例逐年上升(

#

)

*

某一地区某种抗菌剂大量使用#该区域病原菌对该种抗菌

剂耐药性增加(

:

)

*由于本院神经外科大量使用头孢唑林'头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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