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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法(是一种经典的染色

方法/

!

0

!与其他传统染色法相比!具有染色对比度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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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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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灵敏度高和特异性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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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较两种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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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诊断的阳性

率以及两种检测方法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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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胃炎患者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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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每份标本均重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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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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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相关分析两种检测方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H.8TQAU>:@

!

R:

E

8:9U:;$%!!

!

V43*)$

!

K4*!0



法的关联性.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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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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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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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胃组织中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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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后!可见大量染色呈深蓝色

的杆状
CS

位于胃腺体内!与周围正常组织对比明显!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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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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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胃组织中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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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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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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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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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

检测方法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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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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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阳性率

高于改良
B/R

染色法!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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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法和
f

YI/S=Y

关联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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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法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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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检测方法阳性符合例数为
''

例!阴性符合例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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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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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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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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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两种检测方法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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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B/R

染色法和
f

YI/S=Y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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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似的阳性率和阴性率!且两种检测方法具有较好的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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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两种检测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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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效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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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法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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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嗜银性!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吸

附硝酸银溶液中的银离子!经显色剂孵育处理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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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

的银离子能够还原为金属银而使
CS

显深蓝色!在不同颜色背

景下具有较好的分辨率!能够提高
CS

的检出率!是一种简便

又经济的方法!适合在基层医院开展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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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主要使用

普通
S=Y

用于分子生物学检测!与传统
S=Y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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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和重复性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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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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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本研究首次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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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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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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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阳性率!并评估了两种检测方法的关联性"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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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稍高于
B/R

染色法!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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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法

具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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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阳性率!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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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蓝色或深蓝色!在不同颜色背景下具有较高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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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两种检测方法关联

性好"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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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有相似阳性检出

率!相关性好!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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