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

%'因此作者认为
#bO"#

法和
b-b

法不适合作为梅

毒筛选试验'但
#bO"#

和
b-b

实验滴度与病程相关#根据

滴度变化有助于判断梅毒复发及再感染#在观察病程和疗效方

面有重要价值'本文结果还显示#

#bO"#

和
b-b

结果一致#

做实验时#只选其中一种方法即可'

从本次实验结果看#

#bO"#

法和
b-b

法敏感性明显低

于
,*+"!

法和
#--!

法'分析其原因#

#bO"#

法和
b-b

法

为非特异性血清学试验#在早期和晚期梅毒以及梅毒治疗后患

者可呈阴性反应(

>

)

'而
,*+"!

法和
#--!

法对各期梅毒均有

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抗梅毒螺旋体抗体即使经抗梅毒治

疗后#仍持续阳性#甚至终生存在(

.

)

'

,*+"!

法和
#--!

法相

比#两者阳性符合率为
.>8=<P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8&%

%'本次试验比较了
#--!

滴度与
#bO"#

和
b-b

的关

系#从试验结果看#随着滴度升高#

#--!

与
#bO"#

和
b-b

的阳性符合率也随之升高'当
#--!

滴度达到
7a%7(&

*

7a

7&(=&

和
7a(&=>&

时#阳性符合率分别为
%<8$.P

*

$$8$<P

和
>$8(7P

'因此#

#--!

除了作为梅毒螺旋体确认实验外#

其滴度检测可能有助于梅毒病程的观察及其疗效的判断'本

研究结果显示#利用
#-/,*+"!

筛选#联合
#--!

*

#bO"#

和

b-b

对梅毒抗体检测#对于避免梅毒漏报*误报和诊治都有着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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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氯化钙对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测定的影响

闫朝春!安仲武!薄维波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方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氯化钙"

)B)1

(

#溶液对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
!

分别用
&8&(%

&

&8&7<

&

&8&7'3?1

(

*'

个浓度的
)B)1

(

溶液分别以鞣花酸和白陶土
(

种激活剂检测
!-##

'同时将
&8&(%3?1

(

*

的
)B)1

(

溶液暴露于空

气中不同天数!在
(

种原理的血凝仪上对临床样本和质控品进行
!-##

检测$结果
!

"

7

#随着
)B)1

(

溶液浓度的降低!以鞣花酸

或白陶土为激活剂测定
!-##

结果与浓度为
&8&(%3?1

(

*

的
)B)1

(

溶液组比较均延长"

B

(

&8&%

#!且以白陶土为激活剂的变化

大于以鞣花酸为激活剂测定的变化"

B

(

&8&%

#$"

(

#随着
)B)1

(

溶液在空气中暴露天数的增加!在
(

台血凝仪上测定
!-##

的结

果较
&H

"即刻#检验的
!-##

结果均延长"

B

(

&8&%

#!且在
"

2

63@S)!/%&&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上测定的
!-##

小于在
*M/-BJ@E/

7

型血凝分析仪测定的结果"

B

(

&8&%

#$结论
!

临床检测
!-##

时!应严格控制
)B)1

(

的浓度和开瓶暴露天数!应根据各实验室

应用的激活剂和仪器建立参考范围$

关键词"活化促凝血酶原时间'

!

氯化钙'

!

影响因素

!"#

!

7&8'.$.

"

9

8:66;87$<'/=7'&8(&7787$8&=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7'&

"

(&77

#

7$/7><&/&'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BGC:ABC@H

4

BEC:B1CDE?3J?

4

1B6C:;

C:3@

#

!-##

%测定是内源性凝血系统较敏感和常用的筛选试

验#也可作为内源性途径凝血因子的定量试验#可检测除因子

8

外的其他血浆凝血因子#特别是用于因子
9

*

1

*

0

*

/

和前

激肽释放酶的测定(

7/(

)

#同时#

!-##

测定可用于肝素治疗监

控(

'/=

)

'目前#临床实验室检测
!-##

#是将待测血浆加入部分

凝血活酶溶液#预温一定时间后#再加入氯化钙$

)B)1

(

%溶液#

纤维蛋白原转变为不溶性纤维蛋白#测定凝固所需的时间#即

为待测
!-##

'而
)B)1

(

溶液对测定
!-##

的影响#笔者进行

了探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B

!

材料与方法

B8B

!

材料

B8B8B

!

血浆标本
!

选取临床做凝血功能检测的无黄疸*无溶

血*无 脂 血 的 标 本'标 本 为 静 脉 血 置 于 含 有
7

"

7&

体 积

&87&.3?1

"

*

枸橼酸钠抗凝剂$

7

份抗凝剂
\.

份全血%的硅化

玻璃真空采血管中#轻轻颠倒混匀#

'&&&E

"

3:;

$或
(%&&

I

%离

心
7%3:;

#收集上层液$黄色血浆%备用'

B8B8C

!

)B)1

(

溶液
!

制备浓度为
&8&(%

*

&8&7<

*

&8&7'3?1

"

*

的
)B)1

(

溶液'

B8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M/-BJ@E/7

型血凝分析仪$北京世帝

科学仪器公司%和
"

2

63@S)!/%&&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希森美

康上海公司%'试剂为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激活

剂为鞣 花 酸 $批 号!

>.(&7.

%和 白 陶 土 $批 号!

'77&('

%及

&8&(%3?1

"

*

的
)B)1

(

溶液'质控品由
B̀H@[@DE:;

I

提供$批

号!

%=>7$>(=

%'

B8D

!

方法

B8D8B

!

分别用
'

个不同浓度的
)B)1

(

溶液代替
!-##

试剂盒

中提供的
)B)1

(

溶液#对
'$

例临床标本分别用鞣花酸作为激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7

年
7&

月第
'(

卷第
7$

期
!

+;CT*BJU@H

!

0GC?J@E(&77

!

V?18'(

!

W?87$



活剂在
"

2

63@S)!/%&&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和用白陶土作为激

活剂在
*M/-BJ@E/7

型血凝分析仪上进行
!-##

检测'

B8D8C

!

将
!-##

试剂盒中提供的
)B)1

(

溶液分装成
$

份#分

别暴露于实验室空气中
&

*

7

*

(

*

'

*

=

*

%H

后封口备用#对
'>

例

临床样本分别在
"

2

63@S)!/%&&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和
*M/

-BJ@E/7

型血凝分析仪上进行
!-##

测定'

B8D8D

!

将
78'8(

中所得的
)B)1

(

溶液在
"

2

63@S)!/%&&

全自

动血凝分析仪和
*M/-BJ@E/7

型血凝分析仪上对质控品进行

!-##

测定'

B8E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以$

, Â

%表示#组间均数比较运

用方差检验进行分析#相关性采用直线相关回归分析'所有数

据均在
"CBCB.8(

统计软件包上进行处理'

C

!

结
!!

果

C8B

!

'

个不同浓度的
)B)1

(

溶液以鞣花酸和白陶土为激活剂

对
'$

例临床标本
!-##

检测结果
!

)B)1

(

溶液随着浓度

$

&8&(%3?1

"

*

%的降低#以鞣花酸或白陶土为激活剂测定

!-##

结果与浓度为
&8&(%3?1

"

*

的
)B)1

(

溶液组比较均延

长$

B

(

&8&%

%#且
(

种激活剂测定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8&%

%#以白陶土为激活剂的变化大于以鞣花酸为激活剂测

定的变化#见表
7

'

表
7

!!

不同浓度的
)B)1

(

溶液对不同激活剂

!

检测
!-##

结果#

%X'$

'

, Â

%

)B)1

(

溶液浓度$

3?1

"

*

%

不同激活剂
!-##

结果$

6

%

鞣花酸 白陶土

&8&(% '&8.̂ %8$> '<8<̂ %8='

&8&7< %&8>̂ 7&8% $=8'̂ 778<

&8&7' <$8$̂ (%8= 77=8&̂ '78>

C8C

!

用在空气中暴露不同天数的
)B)1

(

$

&8&(%3?1

"

*

%溶液在

(

台血凝仪上检测
'>

例样本结果
!

随着
)B)1

(

溶液在空气中

暴露天数的增加#在
(

台血凝仪上测定
!-##

的结果较
&H

$即刻%检验的
!-##

结果均延长$

B

(

&8&%

%#且
(

台仪器间的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8&%

%#在
"

2

63@S)!/%&&

全自动

血凝分析仪上测定的
!-##

小于在
*M/-BJ@E/7

型血凝分析

仪测定的
!-##

结果#见表
(

'

表
(

!!

暴露不同天数的
)B)1

(

#

&8&(%3?1

$

*

%在
(

台

!!

仪器上
!-##

结果#

%X'>

'

, Â

%

暴露天数$

H

%

不同仪器
!-##

结果$

6

%

"

2

63@S)!/%&& *M/-BJ@E/7

&

$即刻%

(=8'̂ (8(> '$8'̂ %87(

7 (%87̂ (8>7 '>8<̂ =8<=

( (%8<̂ (8&( '>8>̂ %8='

' ($87̂ (8.7 '.8&̂ =8.>

= ($8(̂ (8'( =&8%̂ %87$

% (<8<̂ (8.( =78<̂ =8.(

表
'

!!

暴露不同天数的
)B)1

(

#

&8&(%3?1

$

*

%在

(

台仪器上测定质控
!-##

结果

仪器
&8&(%3?1

"

*

的
)B)1

(

溶液暴露于空气中不同天数
!-##

结果$

6

%

&H 7H (H 'H =H %H

仪器
7 (=8& (=8' (=8$ (=8< (%87 (%8%

仪器
( '%87 '%8( '%8% '$8& '$8$ '$8.

!!

仪器
7

!

"

2

63@S)!/%&&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仪器
(

!

*M/-BJ@E/7

型

血凝分析仪'

C8D

!

用在空气中暴露不同天数的
)B)1

(

$

&8&(%3?1

"

*

%溶液在

(

台血凝仪上检测质控品$

(

次测定值的均值表示%结果
!

"

2

63@S)!/%&&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

7

%对暴露天数$

5

%的线

性方程为!

.

7

X&8(>'5\('8.

$

9X&8.<$%

%&

*M/-BJ@E/7

型血

凝分析仪$

.

(

%对暴露天数$

5

%的线性方程为!

.

(

X&8'.75\

'=8.

$

9X&8.>&$

%#见表
'

'

D

!

讨
!!

论

以
&8&(%3?1

"

*)B)1

(

溶液为参考#随着浓度的降低#

(

种

激活剂测定的
!-##

结果均延长$

B

(

&8&%

%#且
(

种激活剂测

定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8&%

%#以白陶土为激活剂对

于
)B)1

(

溶液降低变化的敏感性大于以鞣花酸为激活剂测定

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与
(

种激活剂的检测原理有一定关系#

白陶土不溶于水#使试剂成为混悬液#它以细小颗粒存在#可影

响小铁珠在槽内的运动#摩擦力增加#阻力增大#黏度增加#振

幅变小得快#所需时间短&极小颗粒的白陶土表面积大#易激活

因子
0

*

/

#使它能够在脑磷脂和
)B

(\参与下#很快包绕纤维

蛋白而凝固'鞣花酸溶于水#以离子形式存在#是透明的液体#

该试剂用于全自动血凝仪#它的血浆凝固时间几乎不受试剂本

身的影响(

%

)

'

用在空气中暴露不同天数的
)B)1

(

$

&8&(%3?1

"

*

%溶液在

(

台血凝仪上检测
!-##

结果研究发现#随着
)B)1

(

溶液在空

气中暴露天数的增加#在
(

台血凝仪上测定
!-##

的结果较
&

H

$即刻%检验的
!-##

结果均延长$

B

(

&8&%

%#这与相关文

献(

$/<

)报道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7

%随着

)B)1

(

$

&8&(%3?1

"

*

%溶液在空气中暴露天数的增加#由于水分

蒸发#使
)B)1

(

溶液浓度增大#其实际浓度大于
&8&(%3?1

"

*

'

至于大于
&8&(%3?1

"

*

的
)B)1

(

溶液#随着浓度的增加对

!-##

结果变化的影响有待做进一步的探讨'$

(

%随着
)B)1

(

$

&8&(%3?1

"

*

%溶液在空气中暴露天数的增加#

)B)1

(

溶液的

酸碱度发生变化#这也可能使
!-##

测定结果延长(

>

)

'笔者

还发现
(

台仪器间的结果存在差异$

B

(

&8&%

%#在空气中暴露

不同天数的
)B)1

(

$

&8&(%3?1

"

*

%溶液在
"

2

63@S)!/%&&

全自

动血凝分析仪上测定的
!-##

变化小于在
*M/-BJ@E/7

型血

凝分析仪测定的
!-##

变化结果'这也可能与
(

台仪器的工

作原理有关'

"

2

3@S/)!/%&&

血凝仪原理为按一定比例混合后

的样本与试剂由于发生散射光的光强与凝集的程度有一定的

关系#通过光电转换把这微小的变化转化成电信号并加以放

大'以时间为
5

轴#光强为
.

轴记下光强的变化曲线'理论

上把光强的变化接近恒定时定义为
7&&P

#并称之为百分活动

度'通过微处理器记录下这一变化曲线#与预先描绘好的标准

曲线加以比较#从而换算出各个项目的数值(

.

)

'而
*M/-BJ@E/

7

血凝仪是利用磁感应原理的凝血检测法#即在待检样品中加

入一磁性小铁珠#测试槽两侧独立的线圈交替产生电磁场#使

槽内小铁珠在恒定的血浆黏度中保持恒定的摆幅运动&采用电

磁式感应器#测定小铁珠的不同振荡幅度#根据检测项目不同#

仪器可产生不同的磁场强度#由于是感应磁珠的相对运动#所

以不受原血浆黏度的影响'当血浆凝固时#其黏稠度增加#小

铁珠摆幅逐渐变小至原振幅的
%&P

时#计算机系统根据小铁

珠振幅可精确测试血浆凝固时间(

7&

)

'有学者认为开瓶
)B)1

(

$

&8&(%3?1

"

*

%溶液的放置时间不能太长#

'H

内使用其测定结

果的准确性最好#否则#

!-##

测定结果将延长#从而影响结果

的准确性#本文结果也支持此观点(

77

)

'

总之#临床检测
!-##

时#影响因素甚多(

7(/7'

)

#应严格控

制
)B)1

(

浓度和开瓶暴露天数#应根据自己实验室应用的激活

剂和仪器建立参考范围#至于不同系统检测
!-##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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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他莫拉菌的快速筛检及耐药性分析

伊茂礼!吴金英!李少君!杨少虹!林绍霞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检验科!山东烟台
($=&&&

#

!!

摘
!

要"目的
!

介绍一种快速筛检卡他莫拉菌"

U)

#的方法并对其分离菌进行耐药性分析$方法
!

利用
U)

可以产生脂酶的

特性!用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对照菌株和可疑菌株的酯酶活性并用
V:C@L()?3

4

BGC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来验证其特异性!利用

!#[@S

4

E@66

和
#

/

内酰胺酶纸片对确证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及产
#

/

内酰胺酶检测$结果
!

U)

均具有较高的脂酶活性!测定结果结

合
U)

基本微生物学特点可以使
U)

得到快速的筛检$对所有
U)

分离株进行药敏试验显示!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等加酶抑制剂

的青霉素类药物可以作为临床首选经验用药$结论
!

U)

脂酶测定结果和微生物常规鉴定方法结合可使
U)

的筛检可靠&便捷&

快速和经济!值得有条件的临床实验室借鉴应用$

关键词"抗药性'

!

卡他莫拉菌'

!

干化学法

!"#

!

7&8'.$.

"

9

8:66;87$<'/=7'&8(&7787$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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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

7$/7><(/&(

!!

卡他莫拉菌$

3?EBS@11BGBCBEEDB1:6

#

U)

%为革兰阴性双球

菌#原属奈瑟菌属#后改称卡他布兰汉菌'长期以来#

U)

被认

为是人类上呼吸道的正常寄居菌种#直到
(&

世纪
>&

年代初才

明确有致病性的
U)

是引起儿童上颌窦炎*中耳炎*肺炎的原

因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

7/(

)

#并且

在儿科患者中分离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

'由于该菌与口咽

部正常定植的非致病性奈瑟菌属革兰染色形态相同#菌落相

似#在一些微生物实验室的呼吸道标本细菌培养中常被作为正

常菌群而漏检'微生物脂肪酶指由微生物产生的一类水解油

脂的酶类#其水解底物一般是天然油脂#其水解部位是油脂中

脂肪酸和甘油相连接的酯链#脂肪酶的检测即在胆汁盐的作用

下#利用辅脂肪酶促进脂肪酶吸附于底物颗粒#随后脂肪酶催

化不溶于水的三酰甘油酯水解(

=

)

'本文利用
U)

能产生乙酰

酯酶的特点#用干化学法检测临床标本细菌培养中出现的可疑

菌的脂肪酶活性#结合
U)

基本的微生物学特点#使
U)

的筛

选既快速*便利又经济'

B

!

材料与方法

B8B

!

材料

B8B8B

!

菌株来源
!

(&&.

年
7

月至
(&77

年
7&

月本院门诊及住

院患者标本中分离到的疑似
U)7.

株#其中标本类别为耳道

分泌物
%

株#血液
7

株#痰液
7&

株#咽拭子
'

株'

B8B8C

!

对照试验菌株
!

来自临床标本中检出的
%

株非致病奈

瑟菌属细菌'

%

株奈瑟菌属细菌均来自痰标本#氧化酶均阳

性#菌落淡黄色#形态皱缩干燥型
(

株#光滑圆润型
'

株'

B8B8D

!

质控菌株
!

U)!#))(%('>

'

B8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V:CE?6*+-!

干片$美国强生公司%#

奈瑟菌属及苛养菌
We(7'=$

鉴定卡$法国生物梅里埃%#奈瑟

菌属及苛养菌药敏板条$法国生物梅里埃%#

V+#(%&

干化学分

析仪$美国强生公司%#

V:C@L()?3

4

BGC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法国生物梅里埃%#

!#[@S

4

E@66

$法国生物梅里埃%#

@̀;6:/

GD@GL

比浊仪$法国生物梅里埃%#

#

/

内酰胺酶纸片$英国
0S/

?:H

%'

B8D

!

方法

B8D8B

!

细菌分离培养
!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版进

行标本处理及细菌分离培养'

B8D8C

!

U)

常规快速筛选
!

含羊血哥伦比亚琼脂或巧克力琼

脂培养基上出现的可疑菌落即表现为菌落表面干燥*光滑*不

透明#呈白色或灰白色#用接种环推动菌落不黏环#整个菌落易

从培养基刮下#在生理盐水中可呈细纱状散开的菌落作为怀疑

对象进行操作'

B8D8D

!

菌液配制
!

用无菌生理盐水将标准菌株配制不同麦氏

单位菌液以确定检出限和线性范围&可疑菌株和对照菌株各配

制
'8&

麦氏单位和
78&

麦氏单位的菌液#

'8&

麦氏单位菌液用

V:C@L()?3

4

BGC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鉴定到种#

78&

麦氏单位

的菌液用
V+#(%&

干化学分析仪检测脂肪酶活性'

B8D8E

!

检出限
!

用无菌生理盐水将质控菌株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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