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萋$尼氏抗酸染色法和金胺 * 荧光染色法在结核
分枝杆菌痰涂片检测中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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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

染性疾病，我国是全球高负担国家之一c+d。结核病的

诊断与防治一直是我国结核病控制工作面临的重

点。早期快速诊断对于结核病的治疗和预防控制起

着重要的作用。结核分枝杆菌分离培养实验耗时较

长，使用固体改良罗氏培养基（\E]H<XNH7<$JH<XH<，

\$J）培养常常需要 >% U,> 个月，即使采用较先进的

全自动分枝杆菌检测1药敏系统做液体培养也需要

(,>% U 左右。实验室最常用的方法是痰标本直接涂

片法，此法操作简单、价格低廉，但是操作起来比较

费时，而基层痰检实验室在涂片量大的情况下 + U

之内无法得出结果，这样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结核

病临床和防治工作的需要。近年来，荧光染色技术

得到了飞速发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实验手段，

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医学科学领域内各种基础理论

研究和临床诊断。目前，金胺 * 荧光染色也逐渐应

用在结核分枝杆菌的痰涂片检测上。本文对传统的

萋$尼氏抗酸染色法（简称 /$0）和荧光染色两种染

色方法在结核分枝杆菌痰涂片镜检过程中的检测

效能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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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来源 '"% 例标本均来自于 >%+> 年 "$

+> 月天津市结核病控制中心门诊部收取的病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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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痰液。

!"!"# 试剂和仪器 抗酸染色试剂盒和金胺 $ 染

色试剂盒，购自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荧光显微镜（()*+ ,&-.. /*012 .3)* 0%&'），图像采集

系统（,&4"565 !"7"!"7），80++09: -;35<*)+ =（> !7），

4?>-@ (+)AA!生物安全柜（8$'&% 4$" 4?9B#C9

D77&），E>FG&F 8H-G ID7 （E5(32; '0(J0;A2; K

F21L);M）。

!"# !"

!"#"! 标本的确认 痰标本排除口水痰后纳入研

究范围。确认纳入的当天，每份痰标本取相同位置

痰液制成两张涂片。

!"#"# 涂片染色镜检 每份痰样品各涂片 # 张，分

别进行 ,94 和荧光染色。染色时，,94 法复红染色

时采用加热 C 10;，荧光染色采用金胺 $ 冷染 !C!

#7 10;。镜检时，,94法在 ! 777"镜下观察，金胺 $法

在 B77"镜下观察。具体的方法及报告标准参见文献N#O。

!"= #$%&'() 用高压灭菌后的磷酸盐缓

冲液（/E. LPQD"R）作为样本，制作 D7 张涂片，=7 张

为一组，第一组采用 ,94 法涂片，第二组采用荧光

染色法涂片。

!"B *+,-./0*+,-12S34567

8 采用E>FG&F 8H-G ID7 全自动分枝杆菌检测

系统进行样本培养，实验方法及结果判定参照文献N#O。

!"C 9:;<6= 对纳入的 CR7 张涂片进行读

片时间的记录，统计两种染色法对同一标本各自的

读片时间。

!"D >?@A 所有参与研究的人员都是经过统

一培训的实验室技术人员。纳入标本的涂片和镜

检，均由同一名实验人员完成。

!"T 6=BCD 两率之间的比较采用"

# 检验，两

种方法读片时间上的比较采用 ! 检验，"#7"7C 即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94"EFGHI"J78KLMNO CR7份

痰标本抗酸染色法阳性检出率为 !7"RU，荧光染色

法阳性率为 !C"=U，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QC"!!R，"#7"7C）（表 !，图 !）。

#"# PQ1R!"MKL*S 见表 #、=。两种染

色方法的诊断符合率无统计学差异（!

#

Q!"I!T，"$

7"7C），见表 B；,94 正确诊断指数（即约登指数Q灵

敏度V特异度9!）为 7"=IR T，荧光染色正确诊断指数

为 7"CBC R 。

#"= %TUVWXYZ[HI!"\]^*_N

O 对每一级别的结果进行 "

# 检验，结果表明两

种染色方法在各阳性分级比较中没有统计学差异

（"$7"7C）。另外，在阴性对照组 =7 例中，有 ! 例在荧

光染色时，#7"物镜下见到两条疑似结核杆菌，在油

镜下确认为并非结核杆菌（表 C、D）。

# " #$%$%&'()*+,-!"./0

&'( " )*+,'-./*0 (123110 #$% '04 567*-1/8102 /2'.0.09 '04 87627-1

染色方法 标本数 阳性涂片数 阳性率SU

抗酸染色 CR7 !!D= !7"R

荧光染色 CR7 !!RI !C"=

培养 CR7 !=# ##"R

R77

D77

B77

#77

7

抗酸染色 荧光染色 培养

阳性数

阴性数

标
本

数

1 " 23()4*5,-678./0

:.9 " )*+,'-./*0 (123110 23* /2'.0.09 +12;*4/ '04 ,*/.2.<1 07+(1-

*5 87627-1

染色方法 !培养 V !培养 9 总计

荧光染色 V !!TD !!!= !!RI

荧光染色 9 !!CD B=C BI!

合 计 !=# BBR CR7

9 ! #$%*+,-.:;!"<=>!?

&'( ! =0'6>/./ *5 2;1 -1/762/ *5 #$% '04 87627-1 >!@

染色方法 !培养 V !培养 9 总计

抗酸染色 V !!CC !!!!R !!D=

抗酸染色 9 !!TT BB7 C!T

合 计 !=# BBR CR7

9 ? &'()$+,-.:;!"<=>!@

&'( ? =0'6>/./ *5 2;1 -1/762/ *5 567*-1/8102 /2'.0.09 '04 87627-1 >!@

染色方法 灵敏度SU 特异度SU !诊断符合率SU 正确诊断指数

抗酸染色 B!"DT IR"#! RC"=B 7"=IRT

荧光染色 CT"CR IT"!7 RR"!7 7"CBCR

9 @ 23()4$:;A/

&'( @ )*+,'-./*0 (123110 23* /2'.0.09 +12;*4/

9 A BCD #$%()%&'()!".<E/0B!CDEF

&'(A )6'//.5.8'2.*08*+,'-./*0(123110#$%'04 567*-1/8102 /2'.0.09

.0 2;1 1G,1-.+102'6 9-*7, B!CD@F

组别 标本数
阳性分级

总计
% !V #V =V BV

抗酸 CR7 !!T（!!"!）!D（#C"B）!T（#T"7）!B（##"#）I（!B"=） D=

荧光 CR7 !7（!!"=）#I（=#"D）#=（#C"R）!C（!D"I）!#（!="C） RI

"

#

7"777CTRR 7"I!BB 7"7#BTI 7"DRRD 7"7!IIC

" 7"IR7R 7"==I7 7"RTBI 7"C77T 7"RR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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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察 $%& 张涂片，抗

酸染色累计用时 ! $&$ '()，平均用时 #"*! '()+张；荧

光染色累计用时 , !!& '()，平均用时 !",& '()+张。

两种方法的时间用 ! 检验，结果具有显著的统计学

差异（"!&"&,）。可见，荧光染色法的效率远远高于抗

酸染色法。见表 -，图 !".。

- )*

随着实验室诊断技术的进步，分子检测技术被

更多地运用到痰标本检测中。其中多色巢式荧光定

量 /01（23456 789+1:;）无论在灵敏度还是特异度

方面都远远高于传统的细菌学检测<*=，但是考虑到

明显的成本效益和普及程度，痰涂片镜检在国家结

核病控制规划中仍是最有效的病人发现方法，传统

的萋>尼氏染色镜检是目前国内主要的镜检方式<#=。

不论是从结核病控制、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还是

从临床诊疗的角度看，分枝杆菌的分离培养都是结

核病病原学诊断的“金标准”<!=。本次研究中，以分枝

杆菌培养结果为参照分析，荧光染色灵敏度

（$-"$%?）高于 @>A 灵敏度（#,"B-?），而两种方法的

特异度相差不大，诊断符合率也无统计学差异（!

!

C

,".,-，"#&"&$）；在正确诊断指数（即约登指数C灵敏

度D特异度>,）方面，荧光染色（&"$#$ %）要高于 @>A

（&"*.% -），而约登指数越高，说明筛查实验的效果

越好，真实性越大。综合多组实验数据，说明荧光染

色法诊断效果优于抗酸染色法。

有文献报道<$=荧光染色法检测痰中结核杆菌的

灵敏度高，特异性和准确率也比较高。也有报道称<B=，

荧光染色法特异性与抗酸染色法相似，但敏感性平

均要高 ,&?，本次实验结果与其相一致。也有报道<-=

显示，对于结果为 ,E的标本，两种染色方法的检出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对于结果为$，!EF*EF#E的

标本，两种方法的检出率无明显差异，表明两者阳

性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含菌量较少的痰液标本。本

实验与其研究并不一致，这可能与本次实验标本收

集时间短，数据少有关。

在操作上，抗酸染色法较荧光染色法繁琐，加

热时易产生气溶胶。荧光染色镜检抗酸杆菌在暗色

背景下会发出橙黄色荧光，醒目易发现。并且荧光

染色在 !&%物镜视野大，镜检速度快，而抗酸染色

,&&%油镜视野小，镜检速度较慢。镜检时间的分析

显示，镜检 $%& 份涂片，荧光染色法的镜检时间要

远远低于抗酸染色法的镜检时间。这对工作效率的

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有资料表明，荧光染色的假

阳性率可高达 $".?，本研究结果与之相近，在 *& 例

阴性对照标本中，其中有 , 例在荧光染色时，!&%物

镜下见到两条疑似结核杆菌，在油镜下确认为并非

结核杆菌。故对于菌量少的样本，在高倍镜下观察

仍为疑似者，要在油镜下再次确认其形态，方可得

出结论。另外，实验中造成假阳性可能原因为荧光

染色镜检使用的放大倍数（#&&%）较 @>A 法镜检

（, &&&%）低，所以在菌量少的情况下，加上杂质也会

方法 阴性对照数
结果

假阳性率+?

> $

抗酸染色 *& *& & &

荧光染色 *& !. , *"**

+ . ,-./0 )*+$%123$%456

/01 . 2345674 89 )*+ 0:; 9658<34=3:7 470':':( ': :3(07'>3 =8:7<86

(<85?

+ @ 78$%9:4;<=>?@

/01 @ A:06B4'4 89 7C3 <30;':( 7'D3 1B 7C3 7E8D37C8;4

检测方法 总数 总时间+'() 平均时间+'()

抗酸染色 $%& ! $&$ #"*!

荧光染色 $%& , !!& !",&

! F 23A%,&%$!G$(

&'( F &658<34=3:7 470':':(,

&%$!G$(

! - 23A%,,&%$!G$(

&'( - &658<34=3:7 470':':(,,

&%$!G$ (

! G 23A%,,,&%$!G$(

&'( G &658<34=3:7 470':':( ,,,

&%$!G$(

! H 23A%,,,,&%$!G$(

&'( H &658<34=3:7 470':':(,,,,

&%$!G$(

! . BCA%,&%$!%$$(

&'( . )I+,&%$!%$$(

! @ BCA%,,&%$!%$$(

&'( @ )*+,,&%$!%$$(

! J BCA%,,,&%$!%$$(

&'( J )*+,,,&%$!%$$(

赵 慧，等"萋>尼氏抗酸染色法和金胺 G 荧光染色法在结核分枝杆菌痰涂片检测中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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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荧光显色的干扰，镜下对菌体形态不容易辨认!"#。

本研究结果表明，荧光染色镜检的敏感度比 $%

& 法镜检提高 '()多，特异度并没有明显降低；另

外荧光染色镜检可以明显缩短读片时间，且染色无

需加热。所以使用荧光染色法镜检痰涂片，是一种

快速、灵敏的检测方法!*%++#。同时，该方法若配套图像

采集系统，能更直观的看到菌体情况，为临床诊断

和患者提供更快捷、更直接的报告方式。荧光染色

法更适用于日工作量较大，并且人员镜检经验丰富

的实验室。
!"#$%

!+# ,-./ 012341 563789612:;: <7=28> ?@+(!<#A07B7C4D,281E -741>F

G8H4B;I4>;2B，?@+(D+J?

!?# 赵雁林A结核病实验室诊断技术培训教程!K#A北京D人民卫生出

版社，?@+LD+?，M?

!M# 黄芳，党丽云，孙惠平，等A 三种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对结核病

诊断价值的比较!N#A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MO（*）DPO@

!L# 李欣，青清，李多孚A荧光染色法与萋J尼染色法检测结核分枝杆

菌的效果评价!N#A国际检验医学杂志，?@+(，MP（P）DQL(

!(# 肖静，杨元好，金瑛，等A荧光染色法检测痰中结核杆菌的应用!R#A

贵阳中医学学院学报，?@+M，M(（L）D+@@?

!P# S>7;BH48> T U，-7B8V K，&H W，7> 41AX16287:97B97 C78:6: 92BC7B!

>;2B41 :=6>6Y :Y748 Y;982:92=V Z28 >63789612:;:D4 :V:>7Y4>;9 87!

C;7[!N#A\4B97> ];:，?@@P，P（*）D(Q@

!Q# 张立，周洪经，冯爽A荧光染色法在结核分支杆菌检测中的应用!N#A

山东医药，?@+L，(L（Q）D((

!O# 曾希鹏，张小芬，陈烨，等A? 种染色方法查找痰中结核杆菌的比

较!N#A中国卫生检验杂志，?@+L，?L（?M）：ML@?

!*# 夏辉，赵冰，李强，等A发光二极管荧光显微镜在基层应用的多中

心研究!N#A中国防痨杂志，?@++，*（MM）D(*?

!+@# 桂静，李金莉，王峰A荧光染色法与萋J尼氏抗酸染色法检测痰液

中抗酸杆菌的对比观察!N#A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OMP

!++# 毛小芳，杨敏，谢英，等A 金胺“.”荧光染色 \^] 显微镜检测痰

中抗酸杆菌的应用!N#_ 实验与检验医学，?@+P，ML（+）DO?

（?@+QJ+?JM@ 收稿）

! "

#&'( "#$%&'"()

!

*$+O

"

$LJ@MP@J@M

5`5、活检病理在宫颈上皮瘤变及早期宫颈癌诊断中
的价值分析

!"# $%&'$()*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二科，郑州 L(@@@Ma

)* +,!!"#$%&'()*5`5+,-./0123456789*̀ b&+,:;45<=>?@ABC-.%DEFG-H

12)IJK=@ ?QP L `b& MNO+* L45<MNPQRSTUVWXYMNZ[\]-. 5`5 0^O/012)0^W_

-HIJ120^`abcdefWg>hijklm=> `b&O45<@noABC /0% 5`5 => `b&Opq'(<*S` +̀

`arIJ12)=>`a@stTUV !c@A(??W"d@A@@+ u-./012=> SeeOef& `arIJ12)=>`a@st

TUV S=748Y4B !c@_OM+W"g@_@@+u5e5lm=> ef&OSee @vwxc (L_Q+)Oyzxc PM_+P)O{=|c L(_?*)O}=|c

MP_OL)u-./012lm=> ef&OSee @vwxc **_?O)Oyzxc QO_*()O{=|c @_Q?)O}=|c ?+_@()C /1%~

� ef&�45<MNW/012)=>� 5e5�Y��@noABWr-H12)`a@stT���

234 #$%&'()u/012u456789u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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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常见肿瘤之一，本病高发年龄集

中于 M(,L( 岁，但近年来逐步呈年轻化趋势。高危

型人乳头瘤病毒（F6Y4B =4=;112Y4C;86:，hiW）感染、

性行为及分娩次数过高、营养不良、卫生条件较差

等是宫颈癌的重要危险因素!+#。随着宫颈细胞学筛

查的逐步推广，宫颈癌及宫颈上皮瘤变的早期发现

和治疗率逐年增高，宫颈癌死亡率明显下降!?#。液基

薄层细胞学（ >F;B=87= 9V>212H;9 >7:>，5e5）、术前活检

病理是宫颈癌及其他癌前病变的主要细胞学筛查

方式!M#。为分析 5e5 与术前活检病理在宫颈上皮瘤

变（978C;941 ;B>847=;>F71;41 B72=14:;4，ef&）、早期宫颈

癌诊断中的价值，本研究对 ef& 和早期宫颈癌患者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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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选取我院 ?@+M年 +月J?@+P年 +月

经手术后病理学最终确诊的 ?QP 例 ef& 患者、

+* 例宫颈癌患者，年龄 ?Q,(* 岁jL(AL 岁-+(A@ 岁），

孕次 +,( 次（?A* 次-+AM 次），产次 +,L 次（?A+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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