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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炎性指标在血流感染性疾病中的表达及其与血培养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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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降钙素原"

IO3

$&超敏
O

反应蛋白"

=/1O\I

$&白细胞计数"

YVO

$和中性粒细胞"

THU3

$&单核细胞

"

RcTc

$在一些血流感染性疾病中的表达!以及其与血培养的相关性%方法
!

将
,,

例血培养阳性患者按病种分为布鲁菌病"以

下简称布病$&菌血症&败血症和脓毒血症
$

组!并且检测
IO3

&

=/1O\I

&

THU3

&

RcTc

和
YVO

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
!

IO3

和
=/1O\I

水平在
$

组均升高!布病组的升高程度低于其他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IO3

阳性率在
$

组均为

!%%#%*

!

=/1O\I

阳性率在布病组和脓毒血症组为
!%%#%*

%

YVO

和
THU3

水平及阳性率在其他
'

组明显高于布病组"

!

$

%#%&

$!

RcTc

水平和阳性率在布病组明显高于其他
'

组"

!

$

%#%&

$%

$

组
IO3

和
=/1O\I

与血培养均有高度相关"

!

$

%#%&

$!布

病组
YVO

和
THU3

与血培养无显著相关!

RcTc

与血培养有高度相关"

!

$

%#%&

$!

YVO

和
THU3

在其他
'

组与血培养有较好

的相关性"

!

$

%#%&

$%结论
!

IO3

&

=/1O\I

及
YVO

检测可作为血流感染性疾病早期的拟诊指标!可为此类疾病的早期治疗与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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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感染是指各种病原菌和毒素侵入血液循环#引起全身

炎性反应(感染及中毒#是临床上严重危及生命的全身感染性

疾病)

!

*

'而血培养成为菌血症和败血症等血流感染性疾病诊

断和病情监测的重要手段#对临床针对性抗菌治疗至关重

要)

"

*

'由于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所需时间较长#不能及时为临

床医生提供应用抗菌药物的依据#所以不合理的抗菌药物使用

情况日趋严重#抗菌药物的应用已成为医学界的一大难题'近

年有研究认为血清降钙素原$

IO3

&能够有效地指导抗菌药物

的合理应用#且
IO3

优于其他细菌感染的诊断指标)

'

*

#它对于

系统性细菌感染(血流感染等的诊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因此#笔者开展了
IO3

等炎性指标在布鲁菌病$以下简称

布病&等血流感染性疾病中的表达#以及其与血培养的相关性

研究#旨在了解
IO3

等
&

项炎性指标在血流感染性疾病中的

血液水平#以及其与血培养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血

流感染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

!

))

岁#血培养结果

均为阳性#根据血培养结果和临床诊断分为
$

组#其中布病组

!'

例#菌血症组
"(

例#败血症组
""

例#脓毒血症组
"+

例'排

除在入院后未抽血进行本研究相关指标检测#而又已经使用过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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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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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

!

T4#!"

"

基金项目"广东省江门市卫计局立项课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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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群志#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微生物检验研究'



抗菌药物的患者'

@#A

!

检测方法
!

患者入院后
"$=

内空腹抽取静脉血进行血

培养#并检测血清
IO3

(超敏
O

反应蛋白$

=/1O\I

&和白细胞计

数$

YVO

&等炎性指标'采用法国梅里埃
V9A3

"

2>6;7'[

全自

动血培养仪及配套血培养瓶$包括
K2

成人需氧培养瓶和
KT

成人厌氧培养瓶&进行血培养#采用法国梅里埃
S.76a1"O4B1

:

9A7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及相应配套试剂进行病原

微生物鉴定'采用万孚免疫荧光层析定量系统检测
IO3

#参

考值范围为小于
%#!0

8

"

BM

'采用罗氏
I1,%%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
=/1O\I

#参考值范围为
%#%!

!

,#"%B

8

"

M

%采用
K

@

/1

B6fjK1!%%%.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常规#纳入本文的

指标 有
YVO

(中 性 粒 细 胞 百 分 比 $

THU3

&和 单 核 细 胞

$

RcTc

&#参考值范围分别为$

'#&

!

)#(

&

h!%

)

"

M

(

$%*

!

(&*

和
"*

!

,*

'检测值高于参考值范围上限判为阳性'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IKK"!#%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LH

表示#采用方差分析与两两比较的

9

检验$

T6<B901Z6D>/

法&进行均值比较%计数资料以例数或

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阳性检出率比较#采用列联系数

$

A

&确定相关的密切程度'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

项炎性指标在不同血流感染性疾病中的比较
!

IO3

及

=/1O\I

水平在
$

组血流感染性疾病均明显高于参考值范围#

以脓毒血症组最高#而布病组的升高程度远低于其他
'

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YVO

和
THU3

水平在布病组

中处于正常水平#其他
'

组这
"

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布病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RcTc

在布病组明显高于其

他
'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项炎性指标在不同血流感染性疾病中的比较$

=LH

%

组别
& IO3

$

0

8

"

BM

&

=/1O\I

$

B

8

"

M

&

YVO

$

h!%

)

"

M

&

THU3

$

*

&

RcTc

$

*

&

布病组
!' %#+L%#" &)#'L"'#, +#%L!#" &)#&L,#, )#(!L'#!+

菌血症组
"(

)#,L$#(

"

)(#&L+(#"

"

!!#)L&#$

"

,'#&L)#'

"

$#&$L'#&'

"

败血症组
""

&'#'L",#"

"(

!!)#$L$$#%

"(

!"#!L&#'

"

)!#,L$#,

"(

$#!)L'#%,

"

脓毒血症组
"+

(%#"L'!#!

"(%

!$&#(L&&#(

"(

!+#)L$#!

"(%

)&#,L'#$

"(%

'#()L'#&!

"

!!

注!与布病组比较#

"

!

$

%#%&

%与菌血症组比较#

(

!

$

%#%&

%与败血症组比较#

%

!

$

%#%&

'

A#A

!

&

项炎性指标在血流感染性疾病中阳性检出率比较
!

IO3

阳性检出率在
$

组血流感染性疾病均为
!%%#%*

'

=/1

O\I

阳性率在布病组和脓毒血症组为
!%%#%*

#高于菌血症组

和败血症组的
,&#"*

(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YVO

和
THU3

阳性率在布病组为
%#%*

#这
"

项指标

在其他
'

组均在
(%#%*

以上#明显高于布病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RcTc

阳性率在布病组为
(+#)*

#明显高

于其他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项指标在血流感染性疾病中阳性检出率

!!!

比较#

&

$

*

%&

组别
& IO3 =/1O\I YVO THU3 RcTc

布病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菌血症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败血症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脓毒血症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与布病组比较#

"

!

$

%#%&

%与菌血症组比较#

(

!

$

%#%&

'

表
'

!!

血培养与
&

项炎性指标的相关系数$

A

%

组别
& IO3 =/1O\I YVO THU3 RcTc

布病组
!'

!#%%%

"

!#%%%

"

%#%%% %#%%%

%#()!

"

菌血症组
"(

!#%%%

"

%#,+!

"

%#(+(

"

%#(),

"

%#'&$

"

败血症组
""

!#%%%

"

%#)!'

"

%#,'"

"

%#)!'

"

%#'!+

脓毒血症组
"+

!#%%%

"

!#%%%

"

!#%%%

"

!#%%%

"

%#",)

!!

注!与血培养结果显著相关#

"

!

$

%#%&

'

A#B

!

&

项炎性指标检测与血培养结果的相关性
!

布病组
IO3

和
=/1O\I

阳性率均为
!%%#%*

#与血培养阳性结果相关系数

$

A

&均为
!#%%%

#具有高度相关$

!

$

%#%&

&%但
YVO

和
THU3

阳性率为
%#%*

#与血培养无相关$

!

#

%#%&

&'另
'

组的
IO3

阳性率也均为
!%%#%*

#与血培养阳性结果的
A

值均为
!#%%%

#

具有高度相关$

!

$

%#%&

&%脓毒血症组(菌血症组和败血症组

=/1O\I

(

YVO

和
THU3

阳性率与血培养显著相关 $

!

$

%#%&

&'布病组(菌血症组
RcTc

阳性率与血培养有显著相关

$

!

$

%#%&

&'见表
'

'

B

!

讨
!!

论

!!

血培养是诊断血流感染的金标准#但需要较长时间#抽血

过程可能受到污染#且患者需要抽取多管血进行血培养)

$

*

'

IO3

测定作为细菌感染性疾病临床诊断和疗效判断方法#近

年来得到广泛应用'相关学者研究了
IO3

等炎性指标与血培

养同时检测在一些疾病中的表达'如王希涛等)

&

*回顾性分析

了
!'%

例血培养阳性的患者治疗前
IO3

(

O\I

和
YVO

的检测

结果#发现血流感染组的
IO3

(

O\I

和
YVO

水平明显高于病

毒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王琳娜等)

+

*对
,'"

例诊断为血流感染患者的血培养及血清
IO3

检测结果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
,'"

例血流感染患者中有
"%)

例血培养结果为阳

性#阳性率为
"&#!"*

%

IO3

的检测灵敏度为
+%#&,*

$

&%$

"

,'"

&#

"%)

例血培养阳性患者的
IO3

检测结果为
$#&"

$

%#$

!

!$(#+0

8

"

BM

&#

+"'

例血培养阴性患者的
IO3

检测结果为

%#&$

$

%#%)

!

!&#)

&

0

8

"

BM

#两组患者
IO3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赵磊等)

(

*回顾性分析了
!'$

例血培

养阳性脓毒症患者#比较革兰阴性菌血流感染与革兰阳性菌血

流感染患者
"$=

内不同炎性因子的差异#并分析其与急性生

理与慢性健康评分
'

$

2I2O]H

'

&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所有

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及分组患者血中
O\I

(

IO3

(内毒素与
21

I2O]H

'

评分呈明显相关#其中
IO3

在革兰阴性菌的相关性

最高#

O\I

在革兰阳性菌的相关性最高%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

性菌两组的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亚组
IO3

和
O\I

水平

明显高于脓毒症亚组$

!

$

%#%&

&#但在革兰阴性菌组严重脓毒

症或脓毒性休克亚组的
IO3

和
O\I

(内毒素水平明显高于革

兰阳性菌组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亚组患者'王萍等)

,

*探

讨了
O\I

和
IO3

的动态变化对感染性疾病的诊疗价值#判断

标准为
O\I

#

!%B

8

"

M

为异常#

IO3

#

%#%&

%

8

"

M

为异常#结

果显示细菌感染组
O\I

阳性率为
,)#$*

$

(+

"

,&

&#高于非细

菌感染组的
!+#+*

$

+

"

'%

&#细菌感染组的
IO3

阳性率为

,'#&*

$

(!

"

,&

&#高于非细菌感染组的
!%#%*

$

'

"

'%

&#两组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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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赵建华等)

)

*通过对患者细菌培

养阳性的血标本进行革兰染色#比较
IO3

水平在革兰阳性菌

及阴性菌之间的差异#探讨患者血清
IO3

水平对区分血培养

阳性及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所致感染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显示血培养阴性患者
IO3

为$

!#%"L%#+&

&

0

8

"

BM

#血培

养阳性患者
IO3

为$

,#&&L'#+"

&

0

8

"

BM

%革兰阴性菌感染组

血清
IO3

水平为$

!%#(,L$#,'

&

0

8

"

BM

#革兰阳性菌感染组血

清
IO3

水平为$

$#""L'#!+

&

0

8

"

BM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IO3

和
=/1O\I

均值在
$

组血流感染性

疾病患者中均明显高于参考值范围#且以脓毒血症组最高#布

病组的升高程度远低于其他
'

组'

IO3

阳性检出率在
$

组均

为
!%%#%*

%

=/1O\I

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布病组
IO3

和
=/1O\I

阳性率与血培养
A

值均为

!#%%%

#另
'

组的
IO3

阳性率与血培养的
A

值也为
!#%%%

#

=/1

O\I

阳性率在脓毒血症组与血培养
A

值也为
!#%%%

#菌血症组

和败血症组与血培养的
A

值也较大'这些结果提示
IO3

和

=/1O\I

这
"

项炎性指标在血流感染性疾病中表达水平较高#

且与血培养高度相关$

!

$

%#%&

&'

YVO

和
THU3

均值在布病

组处于正常水平#其他
'

组这
"

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布病组#且

以脓毒血症升高更明显#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YVO

和
THU3

阳性率在布病组为
%#%*

#这
"

项指标

在其他
'

组均在
(%#%*

以上#明显高于布病组$

!

$

%#%&

&%

YVO

和
THU3

阳性率在脓毒血症组与血培养有很好相关

$

!

$

%#%&

&#在菌血症组和败血症组与血培养也有较好相关

$

!

$

%#%&

&%但
YVO

和
THU3

阳性率在布病组为
%#%*

#与血

培养无相关$

!

#

%#%&

&#故
YVO

和
THU3

均值在布病组处于

正常水平#这一结果与笔者另一研究结果一致)

!%

*

#即布病组的

YVO

和
THU3

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而葡萄球菌属感染组(

肠杆菌属感染组和链球菌属感染组的
YVO

和
THU3

明显高

于布病组$

!

$

%#%&

&'

RcTc

均值和阳性检出率在布病组远

高于其他
'

个血流感染组#

RcTc

阳性率在布病组与血培养

有高度相关$

!

$

%#%&

&'这些结果表明#不同寄生菌感染#人

体会引起
THU3

和
RcTc

产生不同的免疫应答'由于

THU3

主要对抗胞外寄生菌感染的免疫吞噬细胞#而
RcTc

是抵抗细胞内致病细菌和寄生虫的主要细胞防卫系统#所以当

属于细胞内寄生的布鲁氏菌感染时
RcTc

会升高#而当葡萄

球菌属(肠杆菌属和链球菌属等胞外寄生菌引起急性感染时

THU3

会升高'

综上所述#

IO3

(

=/1O\I

及白细胞这些炎性指标的检测可

作为血流感染性疾病早期的拟诊指标#可为此类疾病的早期治

疗与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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