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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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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回顾分析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

年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KSXMA

%菌株的检测情况!旨在为

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高可靠依据&方法
!

所有细菌标本按操作规程分离培养!采用
P̂/KW,&"

型全自动分析

系统检测&结果
!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
KSXMA

的检出率分别为
$"#.)

"

&&

(

++

%和
!-#$)

"

+

(

&(

%!且耐药性

也在提高&结论
!

加强管理!限制过度使用抗菌药物是遏制
KSXMA

菌株发展和播散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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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KSXMA

&主要存在于大肠埃希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中.

!

/

*在肠杆菌属和假单胞菌属中均发现了产

KSXMA

菌株#且
KSXMA

已确定有
!'%

种之多*回顾性分析本

院
"%!%

年产
KSXMA

菌株的检测情况#旨在为临床医生合理地

选用抗菌药物提供可靠的依据#现将分析的情况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菌株来源
!

取自本院
"%!%

年
!

%

!"

月各类细菌培养

标本*

$#$#/

!

质控菌株
!

大肠埃希菌
*/OO"'-""

)金黄色葡萄球菌

*/OO"'-"&

)铜绿假单胞菌
*/OO"+.'&

#均购自湖北省临床

检验中心*

$#$#'

!

仪器与试剂
!

P̂/KW,&"

型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

析仪由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提供*生化药敏卡$

aQ̂

)

aQS

&由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提供*

$#/

!

方法
!

各种细菌标本均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要求

接种于不同的培养基上.

"

/

#分离培养鉴定*

KSXMA

测定以

aQS

卡药敏分析显示不加克拉维酸孔的生长浊度值比加克拉

维酸孔的生长浊度
N̂O

差值大于或等于
&

倍稀释度时#可确

定
KSXMA

为阳性*质量控制使用标准菌株进行药敏质量监

控#结果符合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最新颁布的药敏质

控范围*

/

!

结
!!

果

/#$

!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
KSXMA

检出率
!

++

株大肠埃

希菌
KSXMA

检出率为
$"#.)

$

&&

"

++

&#

&(

株肺炎克雷伯
KS,

XMA

检出率为
!-#$)

$

+

"

&(

&*

/#/

!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药敏试验耐药率结果统计
!

大多数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是可以用头孢类抗菌药物来

杀灭的#耐药率均不超过
'%)

*长期使用一种抗菌药物#导致

产
KSXMA

菌株#不仅头孢类药物失效#而且其他类药物的耐药

性也在提高$表
!

&*

表
!

!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药敏试验耐药率&

)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大肠埃希菌

KSXMA

株

肺炎

克雷伯菌

肺炎克雷伯菌

KSXMA

株

氨苄西林
.-#( !%%#% -+#" !%%#%

头孢唑林
(+#' !%%#% '.#& !%%#%

氨曲南
+'#& !%%#% +'#% !%%#%

头孢吡肟
&+#+ ''#$ !-#$ '+#!

头孢替坦
(&#( !%%#% "'#% !%%#%

头孢他啶
$"#. !%%#% !-#$ !%%#%

续表
!

!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药敏试验耐药率&

)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大肠埃希菌

KSXMA

株

肺炎

克雷伯菌

肺炎克雷伯菌

KSXMA

株

头孢曲松
$"#. !%%#% !-#$ !%%#%

环丙沙星
$'#$ -%#! '%#% +!#$

庆大霉素
&-#% .$#. (&#- .'#+

亚胺培南
%#% %#% %#% %#%

左氧氟沙星
&+#+ +"#+ $$#$ +!#$

哌拉西林"三唑巴坦
'-#+ !%%#% '"#+ !%%#%

妥布霉素
&'#! ("#( !-#$ .'#+

复方新诺明
+$#% +.#. .&#& .'#+

四环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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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多种产
KSXMA

菌株中#临床上较为多见的是
&

,

内

酰胺酶的
/KN

和
SRP"

个族#用
P̂/KW,&"

全自动细菌鉴定

及药敏分析系统#可检测绝大多数来源于
/KN

和
SRP

类的

KSXMA

#仪器的敏感性
--#-)

)特异性
!%%)

#其检测结果优于

双纸片协同法.

&

/

*采用
P̂/KW,&"

型全自动细菌分析系统检

测产
KSXMA

菌株#方法简便#结果可靠#同时还可对其他抗菌

药物进行耐药性分析*

产
KSXMA

菌株感染是全球住院患者所面临的一个问

题.

$

/

#在法国发现
$%)

的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耐药#

"%!%

本院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的耐药率为
!-#$)

#大肠埃希

菌对头孢他啶的耐药率为
$"#.)

#分析原因
-%)

的患者长期

住院或外科手术后头孢菌素的大剂量使用#

!%)

的患者可能是

通过插管)呼吸机)导尿管和动脉导管传播的*目前大多数专

家学者认为#

KSXMA

的发展和播散是由于在医院内头孢菌素

的过度使用造成的*本院检测的大肠埃希菌$

'+#")

&和肺炎

克雷伯菌$

.%#()

&的感染患者对头孢菌素是敏感的*因此控

制
KSXMA

的有效方法是加强管理#限制头孢菌素的过度使用#

提高抗菌药物定期轮换使用的频率*有报道最成功的方法是

亚胺培南和哌拉西林"舒巴坦*同时也有关于使用亚胺培南治

疗产
KSXMA

菌株失败的报道*针对
KSXMA

治疗方案#选择空

间是有限的*控制
KSXMA

菌株的产生才是医务工作者的

职责*

治疗产
KSXMA

菌株所致的严重感染时#应首选亚胺培南

或喹诺酮类抗菌药物.

&

/

#尽管头孢吡肟和哌拉西林"舒巴坦体

外显示活性#但它们的疗效目前不清楚#只有当不能使用亚胺

培南和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时#才会考虑使用它们来治疗产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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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引起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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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采血小板样品放置不同时间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陈云光"广西血液中心!广西柳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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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机采血小板"

TM/

%样品置"

""L"

%

`

振动条件下保存不同的时间!对
TM/

'红细胞"

YXO

%'

白细胞"

fXO

%测定结果的影响&方法
!

对机采
TM/

样品应用血细胞计数仪进行
TM/

'

YXO

'

fXO

计数&结果
!

机

采
TM/

样品置"

""L"

%

`

振动条件下保存不同的时间!

TM/

'

YXO

'

fXO

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TM/

计数与放置时间的延长呈负相关!而与
YXO

和
fXO

则呈正相关&结论
!

机采
TM/

样品应充分混匀并及时测定!

或将样品按一定比例稀释后及时测定!才能保证其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同时!测定时要注意观察仪器
TM/

的直方

图!一旦发生异常!应重新测定&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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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采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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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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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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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采血小板$

TM/

&具有采集量大)质纯)病毒传染风险低)

同种免疫反应低等优点和良好的输注效果#在临床治疗上已获

得普遍的应用.

!

/

*然而#由于该产品
TM/

浓度高)黏度大)贮

存时易发生聚集*作者在机采
TM/

产品质量抽检中发现#虽

然机采
TM/

样品置$

""L"

&

`

振动条件下保存#若没有及时测

定#会导致
TM/

测定结果假性偏低#间接使红细胞$

YXO

&)白

细胞$

fXO

&计数假性偏高#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随机抽取机采
TM/

产品
&%

份*

$#/

!

仪器与试剂
!

*C<0O,-+%

型血细胞分析仪$瑞典倍肯公

司&%稀释液$批号
!!%&"-

&#由广东浩江医学科技公司生产%溶

血素$批号
"%!%%"%-

&和清洗液$批号
"%!%%+%-

&#由江西瑞华

医学制剂公司生产*

$#'

!

测定方法
!

样品置$

""L"

&

`

振动条件下保存#

%

)

&%

)

(%

9?7

应用血细胞计数仪进行
TM/

)

YXO

)

fXO

计数测定*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STSS!&#%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实验

数据#并用
QL1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2

检验#

!

#

%#%'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
!!

果

&%

份机采
TM/

样品放置不同时间的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机采
TM/

样品放置不同时间
TM/

+

YXO

+

fXO

测定结果的比较 &

'U&%

'

时间$

9?7

&

TM/

$

h!%

-

"

M

&

YXO

$

h!%

!"

"

M

&

fXO

$

h!%

-

"

M

&

% !!%%#(%L!"&#!$

6

%#%!-L%#%!(

6

%#%+L%#!"

6

&%

-&&#'$L"$!#$"

D

%#%&.L%

#

%!.

B

%#$'L%#&"

D

(% +!-#%%L"!&#"+ %#%&!L%#%!. !#+.L!#$-

!!

注!与
&%9?7

比较#

6

2

值分别为
"#"'

)

"#-&

)

&#.'

#

!

#

%#%'

*与
(%

9?7

比较#

D

2

值分别为
"#$+

)

&#&(

#

!

#

%#%'

%

B

2U!#%"

#

!

%

%#%'

'

!

讨
!!

论

TM/

因含有各种因子及具有黏附)聚集)释放等多种功

能#在止血)凝血)维持血管内皮完整性等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

/

*因此#

TM/

输注作为现代医学治疗的重要手段#能

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因
TM/

减少和功能异常所致严重出血#降

低由出血所致的死亡率.

&

/

#体现出重要的临床治疗价值 *机

采
TM/

是
TM/

输注的重要制剂#其成品的质量是以
TM/

)

YXO

)

fXO

测定结果来评价*

TM/

)

YXO

)

fXO

测定结果准确

与否#自接影响着
TM/

成品质量的判断*因此#对机采
TM/

采集样品的质量控制#尤其对样品放置时间的控制更为重要*

阳长清.

$

/在检测常规血液标本发现#标本延长放置时间对

NTP

)

TO/

和
TM/

检测结果产生影响*本研究结果亦显示#

机采
TM/

样品置$

""L"

&

`

振动条件下保存不同的时间#其

TM/

)

YXO

)

fXO

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TM/

计

数与放置时间的延长呈负相关#而与
YXO

和
fXO

则呈正相

关%随放置时间的延长#

fXO

测定指标偏高更为明显*虽然#

血细胞计数仪具有良好的性能)检测速度快)操作方便等优点#

并且#以被测物的体积来判断#甄别能力有限#易受小红细胞)

TM/

聚集和大
TM/

的干扰.

'

/

*高浓度的
TM/

样品放置时#由

于
TM/

易发生黏附)聚集#形成较
TM/

体积大的凝块#仪器不

能判断辨认#使计数仪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假性
TM/

计数降

低及假性红细胞)白细胞计数增高.

(

/

%作者使用稀释液将高浓

度的
TM/

样品按
!k!%

比例稀释后再测定#这种现象随即消

除*因此#在机采
TM/

样品测定时#应充分混匀并及时测定#

或将样品按一定比例进行稀释后#再及时测定#从而保证测定

结果的准确性*同时#由于影响
TM/

测定的因素很多#有学者

报道#小红细胞)

TM/

聚集及大小
TM/

等均对
TM/

直方图产

生较大影响#大
TM/

增多及
TM/

聚集干扰测定结果导致假性

降低#小红细胞干扰使结果假性增高.

',(

/

*因此#测定时要注意

观察血细胞计数仪的
TM/

直方图#可通过
TM/

直方图及

NTP

)

NOP

等参数的变化来判断结果的可靠性#一旦发生异

常#测定结果不可信#应重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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