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案与短篇!

由卫星现象发现漏检的流感嗜血杆菌结果分析

周林涛!

!刘晓云"

"

!&

广州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检验科!广州
%!)())

$

"&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

""

!"#

!

!)&#*'*

"

0

&1223&!'(#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4$!#)

"

")!"

%

!!4!$)$4)!

""

流感嗜血杆菌$

Q/

&是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

菌#是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重要病原菌#尤其是有荚膜的
=

型
Q/

$

Q/=

&最具侵袭力(

!4"

)

*

Q/

属于嗜血杆菌属#是一群无动

力'无芽孢'呈球杆状或多形态的革兰阴性小杆菌#在培养基中

必须加入新鲜血液才能生长#因此叫嗜血杆菌*人工培养时对

培养基要求较高#需要
0

因子和
1

因子才能生长#故一般临床实

验室分离率较低#但若选择嗜血杆菌专用平板$

Q,.

&#则可提

高
Q/

的检出率*

Q/

可引起菌血症'中耳炎'骨髓炎'脑膜炎'脓

毒关节炎等#但
Q/

引起化脓性结膜炎少见报道(

#4$

)

*本科室近

年共发现了
%

例由
Q/

引起的化脓性结膜炎#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采集自本院就诊患者的眼分泌物标本*

?&@

"

方法
"

先接种血平板#发现血平板上只长了
"

个葡萄球

菌菌落#其周围长了很多细小透明的小菌落#呈卫星现象生长*

经涂片革兰染色#镜检怀疑为嗜血杆菌*与临床医生沟通#重

新取材#接种血平板和
Q,.

平板#培养
"$<

*

@

"

结
""

果

重新取材的眼分泌物标本#经血平板和
Q,.

平板培养

"$<

后#发现血平板上无菌生长#而
Q,.

板上长满了大量细

小透明小菌落#经生长因子试验及生化鉴定为
Q/

*后将卫星

现象中的小细菌送到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进行鉴定#同样鉴

定为
Q/

*该病例为本院发现的第
!

例由
Q/

引起的化脓性结

膜炎#此后本科室对送检的分泌物标本加种
Q,.

平板#又发

现了
$

例
Q/

引起的化脓性结膜炎*

A

"

讨
""

论

化脓性结膜炎一般都能找到病原菌#当进行分泌物培养

时#接种平板时除接种血平板外#需要加种
!

个
Q,.

板#当怀

疑淋球菌结膜炎时#还要接种
!

个淋球菌巧克力平板(

%

)

*要仔

细观察平板的细菌生长状况#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不能轻易

判断哪个菌为污染菌#多与临床医生沟通*现在很多医院非常

重视细菌培养的药敏结果#但忽视了标本接种这一块#正确及

时的接种是细菌鉴定的关键步骤#如果一开始平板都没有接种

对#后面的药敏结果再好#临床也不能对症下药*

本科室第
!

例
Q/

引起的化脓性结膜炎的发现过程中#如

果没有卫星现象#那么该例
Q/

就可能会被漏检#而使患者不

能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因此笔者建议在进行分泌物'脓液'

脑脊液等标本细菌培养的同时#可以做涂片镜检#以获得更多

信息*由于
Q/

培养条件较特殊#应加强对
Q/

检出率的重视*

致谢#感谢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检验科的罗强给予的帮

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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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
"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Q=+!>

&与血脂各项

指标水平间的关系#笔者检测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的
Q=+!>

'

总胆固醇$

,-

&'三酰甘油$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QTN4-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NTN4-

&'载脂蛋白
+!

$

+

B

6+!

&'载脂蛋白

Y

$

+

B

6Y

&'脂蛋白
;

$

NM4;

&水平#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糖尿病组
"

在临床诊断为
"

型糖尿病的患者中#选取

Q=+!>

%

%&5Z

者
!))

例#年龄
#5

"

(%

岁#平均年龄
%'

岁#其

中男性
%5

例#女性
$"

例*按
Q=+!>

水平分为
#

个亚组!

+

组

%&5Z

'

Q=+!>

$

5&)Z

#共
#(

例%

Y

组
5&)Z

'

Q=+!>

$

!!&)Z

#共
$!

例%

-

组
Q=+!>

%

!!&)Z

#共
""

例*

?&?&@

"

健康对照组
"

选择健康体检中无糖尿病'无心血管疾

病和肝肾等严重疾病者作为对照组#共
!))

例#年龄
#"

"

(5

岁#平均年龄
%$

岁#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健康对照组

与糖尿病组年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对象均禁食
5

"

!"<

#在早晨空腹静脉采血#

LT,+4d

"

抗凝#采用散射比浊法测定
Q=+!>

#检测在国赛特

种蛋白仪上完成#使用深圳国赛配套检测试剂盒*另采血标本

以肝素抗凝后测定血脂各项指标*

NM4;

采用免疫比浊法检

测#在
Y8>JD;3T̀ -4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完成#检测试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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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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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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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华臣提供#所有测定在
"<

内完成*

?&A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数据用
3g0

表示#组间结果比较用
7

检验*所有数据均由
[M[[!"&)

软件包分析*

@

"

结
""

果

@&?

"

健康对照组与糖尿病组各项血脂指标比较
"

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糖尿病组
+

B

6+!

水平降低#

,]

'

+

B

6Y

'

NM4;

水平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糖尿病组的
QTN4-

与

,-

'

+

B

6+!

水平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

分别为
)&%#

'

)&('

$

&

'

)&)!

&*健康对照组和糖尿病组的血脂各项指标比较见表
!

*

表
!

""

健康对照组与糖尿病组血脂各项指标比较

组别
% ,]

$

DD6@

"

N

&

,-

$

DD6@

"

N

&

QTN4-

$

DD6@

"

N

&

NTN4-

$

DD6@

"

N

&

+

B

6+!

$

:

"

N

&

+

B

6Y

$

:

"

N

&

NM4;

$

D

:

"

N

&

糖尿病组
+

组
#( !&(g)&* %&!g!&# !&!g)&% #&#g)&5 !&"#g)&!% !&!%g)&#% $#(g'#

Y

组
$! !&*g!&! %&!g!&" !&"g)&$ #&"g)&* !&""g)&!$ !&!'g)&#$ $$!g'!

-

组
"" !&*g!&# %&!g!&" !&"g)&$ #&"g)&* !&""g)&!$ !&!%g)&#% $#*g'5

健康对照组
!)) !&!g)&% %&)g!&" !&"g)&$ #&"g)&* !&"!g)&!$ )&5!g)&"! "!$g%"

A

"

讨
""

论

国内对糖尿病危险因素的研究发现#血脂异常人群的糖尿

病患病率可达
!5Z

#而糖尿病人群有
%)Z

以上存在血脂紊乱*

一般认为#糖尿病的血脂异常特点为
QTN4-

下降#

,]

升高#

,]

构成的主要脂蛋白
+

B

6Y

亦明显升高#

NTN4-

水平较健康

人无明显变化#

QTN4-

组分中
+

B

6+!

亦较健康人无明显差

别#这些结果均提示#糖尿病患者脂代谢紊乱并不表现在其

QTN4-

水平上#其同时存在
,]

及相关脂蛋白代谢紊乱(

!4"

)

*

在对糖尿病组
QTN4-

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分析中发现#

QTN4-

仅与
,-

及
+

B

6+!

呈正相关#而
,]

'

+

B

6Y

与
QTN4-

无明显

相关#提示糖尿病患者
QTN4-

水平主要与体内
,-

水平及其

主要构成组分
+

B

6+!

有关*

Q=+!>

水平可反映血红蛋白与葡萄糖结合的程度#

Q=+!>

在总血红蛋白中所占的比例可反映阶段性血糖水平#

可代表采血前
!")E

内任何一个时期包括采血当天的血糖

值(

#

)

*

NM4;

是脂类中一种独立的脂蛋白#与
NTN4-

有密切的

关系#

NM4;

可能通过抑制纤溶酶原的活化而导致动脉粥样硬

化$

+[

&*许多研究均表明#

NM4;

是导致
+[

的一个独立危险

因子(

$4%

)

*本研究结果表明#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欠佳时#

NM4;

水平升高#但其浓度与
Q=+!>

水平无关*糖尿病组
NM4;

浓度

高于健康对照组#这表明糖尿病患者在血糖控制欠佳时更易患

心脑血管疾病*有些学者认为糖尿病伴有肾脏疾病'冠心病'

高血压'脑血管疾病时#测定
NM4;

可以预报并发症的存在及其

严重程度#是患者预后的指标之一*

NM4;

在中国健康人群及

血糖控制不良的
"

型糖尿病患者中呈偏态分布#服用烟酸'新

霉素'鱼油可降低
NM4;

水平(

'

)

*由于
NM4;

水平的升高是糖尿

病并发微血管病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应进一步探索降低

NM4;

的方法#以减少因
NM4;

升高而导致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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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LN/[+

法的局限性#在进行相关抗原或抗体检测时

会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对于血站来说#假阴性的危害远大于

假阳性#为最大程度减少假阴性的发生#血站血液检测实验室

在进行检测时对阈值#即吸光度值"临界值$

[

"

-S

&进行设置#

对吸光度值虽处于
-S

值以下但很接近的标本进行阳性剔除#

这一范围就是灰区#这种设置就是灰区设置(

!

)

*实际运用中有

的实验室将这一范围设为
-S

值的
!)Z

以下(

"

)

#有的将这一范

围设为
-S

值的
")Z

以下(

#

)

#还有的是将
-Sh"0

的范围设为

灰区(

$

)

*为摸索出最适合本站实验室的灰区设置#笔者将本站

"))(

"

")!)

年抗
4Q-O

抗体
LN/[+

检测比值处于
-S

值
#)Z

以内的
!5#

例灰区标本进行
Q-O\K+

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本站
"))(

"

")!)

年检测的
#*!"%

例标品中#

-S

值下浮
#)Z

以内$即
[

"

-S

值在
)&(

"

!

之间&的
!5#

例灰区

标本*

?&@

"

仪器与试剂
"

LN/[+

试剂盒初检试剂$北京万泰公司&'

复检试剂$梅里埃生物&'病毒核酸扩增荧光检测试剂盒$达安

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Q!)('"

&*

V+.L

前处理系统$瑞士

Q+./N,SK

公司&%

VNa/T

洗板机$奥地利
+K,QS[

公司&%

.d#

扫描酶标仪$芬兰
,<8?D6

公司&*

T+('))

荧光定量

M-\

检测仪$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A

"

方法
"

抗
4Q-O

抗体初检'复检
LN/[+

检测按试剂说明

书进行#发现的灰区标本$一家或两家试剂检测为灰区&#再用

两家
LN/[+

试剂进行双孔复试#共有
!5#

例结果仍落在灰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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