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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术前)输血)分娩前血清标本检测结果

检测指标 阳性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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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所有被检标本中!

F<G/4

L

阳性率为
,+&,W

(

&&1

+

&*''

)!与
F<G

感染流行病学调查阳性率
("W

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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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

有多种传播方式!包括血液传染"性接触以及母婴传播

等#约
&"W

!

*"W F<G

携带者来源于因宫内感染导致的母

婴传播!与母亲在分娩过程中通过子宫将
F<G

传染给胎儿!

或因与母亲密切接触导致新生儿感染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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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G

疫

苗联合
F<G

免疫球蛋白注射阻断
F<G

传播!可降低
F<G

感

染率!其阻断率可达
'"W

!

,*W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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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F$G

感染率为
&+)W

!导致
F$G

感染的危险因素

以医源性传播最为明显.

*

/

#丙型肝炎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与

预防接种措施!除控制输血"针刺等传播途径外!还应及早了解

孕妇
F$G

感染状况!及时实施母婴隔离!切断母婴传播!降低

F$G

感染率#本研究显示
F$G4I2%

L

:

阳性存在散发情况!

在对
F$G4I2%

L

:

阳性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时!医务工作者应加

强自我保护!避免职业感染#

F4G4I2%

L

9

阳性说明机体已感染
F4G

!是早期诊断甲

型肝炎的特异性指标.

!

/

#本研究未检出
F4G4I2%

L

9

阳性

标本#

近年来!孕期梅毒感染者的数量呈上升趋势!早期梅毒通

过抗病毒药物的应用可以治愈!先天性梅毒多发生在妊娠
3

个

月后!可导致流产"早产或死胎!加强孕妇梅毒血清学检查有利

于及时诊断与治疗!有效降低新生儿梅毒感染率.

1

/

#

中国
F%G

感染者的数量处于快速增长期!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为
F%G

感染高发地区#本次研究检出的
F%G

感染者中!

维吾尔族
)(

例!汉族
)

例!其中孕妇
(

例(经确诊后接受了引

产术)!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F%G

感染人群以维吾尔族为

主!与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F%G

感染高危人群分布特点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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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上所述!在手术前"输血前"分娩前检测感染性指标!可

了解患者及孕妇患病情况#通过对病历资料进行存档!可在发

生医疗纠纷时提供临床资料和科学依据!并且可对阳性患者进

行相关的治疗!也有利于临床医生和护士在进行手术"治疗及

其他侵入性检查过程中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职业感染及

相关医源性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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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假丝酵母菌伪足现象的鉴定

朱精华#王
!

沛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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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伪足法用于白假丝酵母菌与非白假丝酵母菌鉴别的临床评价'方法
!

将标本接种于巧克力平板#

*W$d

)

$

&1`

培养
3'N

#观察菌落周围是否出现伪足#并以标准方法确认'结果
!

('(

株白假丝酵母菌中#

(!,

株出现伪足现象*

**

株热带

假丝酵母菌中
3

株出现伪足现象*

'

株克柔假丝酵母菌中#

)

株出现伪足现象'以%伪足现象&鉴定白假丝酵母菌的灵敏度为

,&+3W

!

,*W6Q

(

''+'W

!

,!+)W

"#特异度为
,*+)W

!

,*W6Q

(

',+,W

!

,1+'W

"'结论
!

伪足法鉴定白假丝酵母菌具有简单$经

济$快速的特点#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适宜推广应用'

关键词#糖霉菌*

!

伪足*

!

快速鉴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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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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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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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假丝酵母菌(

$=0J.J==@I.>=0/

!

$4

)是引起院内感染的

重要病原菌之一!所致感染病死率较高#假丝酵母菌对抗真菌

药物的敏感性与真菌种类密切相关#因此!快速鉴定
$4

对降

低患者死亡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

/

#用于鉴定

$4

的传统方法耗时长(一般需要
*J

)!常导致延误最佳治疗

时机#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可快速鉴定
$4

!但成本昂贵!

需特殊设备!不利于常规检测和推广应用.

)23

/

#目前!有研究者

利用伪足现象鉴定
$4

!收到了较好效果.

*2!

/

#为验证该方法

的实用性和准确性!笔者在临床工作中进行了相关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株经

G.?AZ)E#;

系统(生物梅里埃!法国)确认的假丝酵母菌标本!

其中
('(

株
$4

!

()*

株其他假丝酵母菌#

$+%

!

仪器与试剂
!

G.?AZ)E#;

分析系统"巧克力平板(生物

梅里埃!法国)#

("

株试验用标准菌株包括*

$4

标准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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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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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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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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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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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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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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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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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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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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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0?HD=I9AJ

!

4K

L

K/?)"((

!

GM@+&)

!

7M+(&



(")&(

"热带假丝酵母菌(

$=0J.J=?BM

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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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菌株

(

4;$$1*"

)"光滑假丝酵母菌(

$=0J.J=

L

@=I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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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菌株

(

4;$$,""&"

)"克柔假丝酵母菌(

$=0J.J=ZAU

O

B

!

$̂

)标准菌株

(

4;$$!)*'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0J.J=

Q

=B=

Q

/.@M/./

!

$5

)标

准菌株(

4;$$(")&&

)!以上菌株购自美国菌种保藏中心-都柏

林假 丝 酵 母 菌 (

$=0J.J= JKI@.00.A0/./

!

$8

)标 准 菌 株

(

$<#1,'1

)购自荷兰菌种保藏中心#

$+&

!

方法
!

(

(

)对临床标本来源菌株及标准菌株进行培养!并

以
G.?AZ)E#;

系统进行鉴定#(

)

)制备一定浓度的真菌悬液!

加入临床标本以制备
("

株人工模拟假丝酵母菌感染标本#将

标本接种于巧克力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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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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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结果判断与数据处理
!

菌落周边有伪足现象者判定为

$4

!无伪足现象者判定为其他假丝酵母菌#以
G.?AZ)E#;

系

统鉴定为参考方法!计算伪足法对
$4

的检测特异度"灵敏度#

%

!

结
!!

果

%+$

!

模拟标本检测
!

("

株模拟白假丝酵母菌感染标本(

*

株

$4

"

(

株
$8

"

(

株
$:

"

(

株
$̂

"

(

株
$5

)中!

*

株
$4

与
(

株
$8

经培养后均出现伪足现象见图
(

!其他菌株无伪足现象!见

图
)

#

图
(

!!

平板培养见伪足现象

图
)

!!

平板培养无伪足现象

%+%

!

临床标本检测
!

不同临床菌株经伪足法及
G.?AZ)E#;

鉴定结果见表
(

#以
G.?AZ)E#;

作为参考方法!则伪足法鉴

定
$4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3W

(

,*W6Q

为
''+'W

!

,!+)W

)和
,*+)W

(

,*W6Q

为
',+,W

!

,1+'W

)#

表
(

!!

不同临床菌株经伪足法及
G.?AZ)E#;

鉴定结果$

)

&

伪足法
G.?AZ)E#;

系统鉴定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1*

阴性
() ((, (&(

合计
('( ()* &"!

&

!

讨
!!

论

虽然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均可用来观察伪足现象!但临床

送检标本以痰和分泌物标本居多!故本研究选用巧克力平板#

以伪足法鉴别
$4

与其他假丝酵母菌无需特殊设备和生化试

验#用于快速鉴定
$4

的芽管试验常需
(

!

)N

!操作者只能凭

经验判断结果!且其灵敏度不及伪足法.

*

/

#

F=BB.0

L

?M0

等.

1

/利

用革兰染色!依赖
$4

培养过程中能够形成簇状假菌丝而对假

丝酵母菌进行鉴定!不适于检测未进行分离纯化培养的临床标

本#

$F6d9=

L

=B

培养基可用于快速鉴别假丝酵母菌!但仅限

于
$4

的分离与鉴定!而巧克力培养基不仅可分离和鉴定假丝

酵母菌!还可用于其他病原菌的分离.

'

/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也

可用于病原菌的快速鉴定!但成本较高!且需专用设备.

,

/

#

本研究中!伪足法鉴定
$4

的灵敏度为
,&+3W

"特异度为

,*+)W

!与
<K/>NA@P=0

等.

!

/的报道一致!略低于
<=B0A/

等.

*

/

的报道#当然!本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伪足现象在标本培

养
3'N

后才开始出现!并非所有
$4

均产生伪足现象等#

痰标本与阴道分泌物标本是用于微生物检测的常见标本!

而
$4

是这
)

种标本中的常见菌.

("

/

#通过观察伪足现象!可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
$4

作出初步鉴定!有利于疾病早期诊

断和合理选择抗真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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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真菌医院感染及其耐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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