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多药基因与
V5(6R( KIM6+)$

培养仪同时检测利福平'

异烟肼结果相符
/)

例#符合率为
+#,"-

$

/)

"

+*

%#结果不符
/

例#不符率为
/,"-

$

/

"

+*

%*

A

!

讨
!!

论

利福平'异烟肼是抗结核的主要一线药#敏感与否直接影

响结核病患者疗效*用
V5(6R(KIM6+)$

培养仪检测结核

分枝杆菌药物敏感性前提是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才能进行

药敏试验#药敏试验还需平均
+A

才能出结果#总共需
%!A

左

右(

)

)

#若患者送标本之前经抗结核治疗#体内结核分枝杆菌已

死亡则
V5(6R(KIM6+)$

培养仪检测结果为阴性#不能进

行药敏试验(

.

)

*耐多药基因检测快速'简单#从分子生物学方

面进行检测#对培养阳性或核酸提取阳性$对有生命力或无生

命力的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均为阳性%标本均可进行耐多药

基因检测#仅需
!E

即可检测出药物敏感性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耐多药基因检测与
V5(6R(KIM6+)$

培养仪检测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符合率为
+#,"-

$

/)

"

+*

%#在

检测时间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仅需
!E

即可检测出利福平'异

烟肼药物敏感性结果#对结核病早期'菌阴结核病有效药物的

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实验方法#耐多药基因检测也有其局限性!$

#

%该

实验只筛选核酸序列而不是氨基酸序列#因此#有可能不引起

氨基酸改变的突变也会被判为突变&$

%

%耐药菌占总菌含量的

*$-

以下可能会造成假阴性结果&$

!

%该产品从方法学上不能

区分具体突变位点#因此#报告为突变的结果并不绝对表示耐

药*但耐多药基因检测阳性率与
V5(6R(KIM6+)$

培养仪

检测结果相当#价格相当#检测所需时间仅为
!E

#临床可根据

患者病情需要选择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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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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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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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脆性试验联合检测在珠蛋白生成障碍性

贫血筛查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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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评价平均红细胞容积"

K(P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W[d

#和红细胞"

WV(

#渗透脆性试验在珠蛋白生成障碍

性贫血"以下简称地贫#筛查中的价值%方法
!

选择到该院就诊的孕妇
#"%

例!其中经地贫基因诊断确诊为地贫者
##$

例作为地

贫组!经基因诊断确诊为正常者
*%

例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
K(P

$

W[d

和
WV(

渗透脆性试验!分析各单项检测和联合检测的

灵敏度和特异性等评价指标%结果
!

地贫组患者中
K(P

检测阳性
++

例!

W[d

检测阳性
/!

例!

WV(

渗透脆性试验阳性
)+

例&

对照组患者中
K(P

检测阳性
#!

例!

W[d

检测阳性
!"

例!

WV(

渗透脆性试验阳性
*

例%地贫组患者中
!

项目并联试验阳性
#$/

例!对照组患者中
!

项目并联试验阳性
#.

例&地贫组患者中
!

项目串联试验阳性
)*

例!对照组患者中
!

项目串联试验阳性
%

例%

单项检测中以
K(P

灵敏度最高!

WV(

渗透脆性试验特异性最高&

!

项目并联试验灵敏度与
K(P

$

WV(

渗透脆性试验单项灵敏度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K(P

$

W[d

和
WV(

渗透脆性试验对产前地贫筛查有较高价值!

!

项目并联试验灵敏

度最高!可提高检出率!降低地贫筛查的漏诊率%

关键词"地中海贫血'诊断&

!

产前诊断&

!

红细胞容量&

!

红细胞指数&

!

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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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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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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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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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以下简称地贫%是一种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性血液病#是由仅珠蛋白链和
#

珠蛋白链合成缺陷导

致的各种小细胞溶血性贫血*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区为该病的

高发区#广东省尤其是地贫的高发区#约
##,$.-

携带地贫基

因*地贫基因诊断为目前确诊地贫的方法#但其具有耗时长'

分子生物学技术要求条件高'成本高'方法繁琐等缺点不适于

临床实际的大规模筛查#一般基层单位也难以推广应用*而平

均红细胞容积$

K(P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

W[d

%和红细胞

$

WV(

%渗透脆性试验作为地贫筛查操作简单快速'方便经济#

本研究收集分析了本院产科门诊孕妇
K(P

'

W[d

'

WV(

渗透

脆性试验的数据#以评价其在地贫产前筛查中的价值#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择
%$#*

年
#

!

)

月到本院产科门诊就

诊的孕妇
#"%

例#将经地贫基因诊断确诊为地贫者
##$

例作为

地贫组#经基因诊断确诊为正常者
*%

例作为对照组*

?,@

!

方法

?,@,?

!

K(P

'

W[d

测定
!

采用日本
\

?

29<]aR4"$$$

全自动

血液分析仪测定*

K(P

&

/$@L

'

W[d

&

#)-

为异常*

?,@,@

!

WV(

渗透脆性试验
!

采用武汉长立
WV(

渗透脆性测

定试剂盒$直接比色法%#

WV(

脆性小于
)"-

为异常*

?,@,A

!

基因分析
!

采用深圳亚能生物技术基因检测试剂检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3=OL:DK<A

!

O:3F:;

?

%$#)

!

P7C,!.

!

Q7,%



$

4

地贫缺失型$

4

$

!,.

'

4

$

*,%

'

4\R5

'

$

(\

'

$

j\

'

$

d\

点突变类

型%和
#

4

地贫
#.

个位点的
#/

种突变*

?,A

!

检测结果分析
!

并联试验!如果几种检测方法中任何一

种出现阳性结果即判定为阳性&串联试验!几种检测方法均出

现阳性结果方能判定为阳性&各检测方法检测地贫组的阳性例

数用
6N

表示#各检测方法检测对照组的阳性例数用
HN

表示#

各检测方法检测地贫组的阴性例数用
HQ

表示#各检测方法检

测对照组的阴性例数用
6Q

表示*灵敏度$

\<

%

_6N

"$

6Nb

HQ

%

`#$$-

#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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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6Nb6Q

%"$

6NbHNbHQb

6Q

%

#̀$$-

#特异性$

\

'

%

_6Q

"$

HNb6Q

%

`#$$-

#阴性预

测值$

cNP

%

_6Q

"$

HQb6Q

%

#̀$$-

#阳性预测值$

bNP

%

_

6N

"$

6NbHN

%

#̀$$-

*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
%

% 检验*

H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
!

项指标单项检测结果比较
!

地贫组患者中

K(P

检测阳性
++

例#

W[d

检测阳性
/!

例#

WV(

渗透脆性试

验阳性
)+

例&对照组患者中
K(P

检测阳性
#!

例#

W[d

检测

阳性
!"

例#

WV(

渗透脆性试验阳性
*

例*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

项指标单项检测结果比较#

%

$

组别
%

K(P

阳性 阴性

W[d

阳性 阴性

WV(

渗透脆性试验

阳性 阴性

地贫组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两组患者
!

项指标联合检测结果比较
!

地贫组患者中
!

项目并联试验阳性
#$/

例#对照组患者中
!

项目并联试验阳性

#.

例&地贫组患者中
!

项目串联试验阳性
)*

例#对照组患者

中
!

项目串联试验阳性
%

例*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

项指标联合检测结果比较#

%

$

组别
%

!

项目并联试验

阳性 阴性

!

项目串联试验

阳性 阴性

地贫组
##$ #$/ % )* *)

对照组
*% #. %" % *$

表
!

!!

单项与联合检测筛查效果评价#

-

$

检测项目
\< \

'

bNP cNP 58

K(P +$,$

+

)+,$

""

//,* .%," /*,%

W[d .","

"

#),.

""

.$,! %$,) "+,%

WV(

渗透脆性试验
)%,.

"+

+$," +*," */,# .$,*

!

项目并联试验
+/,% "+," /+,! +%,) /.,"

!

项目串联试验
"/,% +",%

#

+.,$ *)," )/,*

!!

"

!

H

&

$,$"

#与
K(P

比较&

""

!

H

&

$,$"

#与
WV(

渗透脆性试验

比较&

+

!

H

&

$,$"

#与
!

项目并联试验比较&

#

!

H

&

$,$"

#与
K(P

比较*

@,A

!

单项与联合检测筛查效果评价
!

地贫组
K(P

和
WV(

渗透脆性试验单项检测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以
K(P

\<

最高#

WV(

渗透脆性试验
\

'

最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H

&

$,$"

%*

!

项目并联试验
\<

与
K(P

'

WV(

渗透脆性试验

单项
\<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

%*

!

项目串联试

验
\

'

与
K(P

单项
\

'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而

与
WV(

渗透脆性试验单项
\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A

!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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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贫是我国南方地区较为常见的溶血性贫血疾病#属于小

细胞性贫血*在地贫筛查中
WV(

渗透脆性试验'

K(P

及

W[d

仍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简单'方便'快捷的筛查方法(

#

)

*

K(P

表示的是
WV(

平均体积大小#

W[d

表示的是
WV(

体积

大小的离散程度#而缺铁性贫血属于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小细

胞性贫血(

%

)

*

WV(

渗透脆性试验是反映
WV(

对低渗氯化钠

溶液的抵抗力#抵抗力增强#渗透脆性降低*目前测定
K(P

'

W[d

均由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完成#操作简便'快速#结果可靠#

减少了人工操作造成的误差*直接比色法
WV(

渗透脆性试验

具有操作简单'需要的实验室条件简便'快速'上机操作简便等

特点*由于测定
K(P

'

W[d

和
WV(

渗透脆性试验对人员'仪

器和技术的要求较低#对于医疗条件较为缺乏的各级基层医

院#特别适合应用其进行地贫的临床诊断及筛查(

!4*

)

*由于地

贫属于小细胞均一性贫血$

K(P

和
W[d

正常%#缺铁性贫血

属小细胞不均一性贫血$

K(P

正常'

W[d

升高%*根据

K(P

'

W[d%

项参数可从外周血血液检测指标鉴别地贫与缺

铁性贫血(

"

)

*从表
!

可见#

!

项目并联试验
\<

为
+/,%-

#

\

'

为
"+,"-

&

!

项目串联试验
\<

为
"/,%-

#

\

'

为
+",%-

#

bNP

为
+.,$-

*与文献(

)

)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单项检测
K(P\<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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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
!

项

目并联试验
\<

最高#

!

项目串联试验
\

'

'

bNP

最高*故
!

项

目并联试验可提高检出率#降低地贫筛查漏诊率(

.4/

)

*建议在

!

项目并联试验初筛后诊断为地贫可疑者再进行血红蛋白电

泳#最后进行基因分析检测确诊(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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