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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影响血培养阳性的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方法
!

对
#"$!

年
$

$

%

月送检血培养标本的

病例!采用单因素
%

# 检验和多因素
;6

O

FHCF-

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血培养阳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

该院血

培养阳性率为
$#901_

%

;6

O

FHCF-

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发热程度"

FO[$9>>#

!

!["9""#

#$是否使用抗菌药物"

FO[

"9::$

!

!["9"#%

#$抽血时机是否正确"

FO[!9:0:

!

!["9"!>

#是血培养阳性的影响因素%结论
!

该院血培养阳性

率低!应根据分析出的影响因素采取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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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是把静脉穿刺获得的血液接种到一个或多个培养

瓶或培养管中#用来发现,识别细菌或可培养分离的微生物$如

大肠杆菌,念珠菌属,真菌属等%#这些微生物存在于血液中形

成菌血症或真菌菌血症)在患者的血液中检测出微生物对感

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

)只有正

确,规范的标本送检#才能保证准确的监测结果)为了探讨影

响血培养阳性的因素#对
#"$!

年
$

$

%

月送检血培养标本病例

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在本院送检血培养标本

病例#共
##$

例#其 中 男
$#"

例,女
$"$

例#平 均 年 龄 为

$

!/9"1T#/9>>

%岁)共收集血培养标本
##%

份#阳性标本
#/

份#血培养阳性例次率为
$#901_

)查看检验科血培养标本登

记记录显示所有标本血量足#在
:

$

$"M;

)

$9/

!

方法
!

根据采集血培养标本后是否阳性分为阳性组和阴

性组#对比分析阳性组和阴性组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
%

# 和

多因素
;6

O

FHCF-

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影响血培养阳性

的因素)

$9'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9"

统计学软件#单因素分析

采用
%

#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6

O

FHCF-

回归分析)检

验水准
*

["9":

)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单因素分析结果
!

对所收集的
:

个因素$变量%经
%

# 检

验#初步筛选出
!

个与血培养阳性有关的因素!发热程度,抗菌

药物,寒战,抽血时机$

!

$

"9":

%(而送检时间与血培养阳性率

无关$

!

&

"9":

%)见表
$

)

表
$

!

血培养阳性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阴性组

$

$/>

例%

阳性组

$

#/

例%

%

#

!

发热程度$

i

%

#$9!$> "9"""

!

无发热
$$# !

!

低热$

1>91

$

109"

%

#" !

!

中等热$

109$

$

1/9"

%

1% /

!

高热$

1/9$

$

!$9"

%

#/ $#

!

超高热$

!$9"

以上%

" "

抗菌药物
$$9!"! "9""1

!

未用
:" $:

!

使用时间
(

$L %! $"

!

使用时间
&

$L 01 !

寒战
:9>#! "9"$>

!

否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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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血培养阳性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阴性组

$

$/>

例%

阳性组

$

#/

例%

%

#

!

!

是
> !

抽血时机
:9#/: "9"#$

!

延误
%$ 1

!

正确
$1% #%

送检时间$

D

%

#9":% "9$:#

!$

# $:! #%

!%

# !1 1

/9/

!

变量赋值
!

以血培养阳性发生为变量#将单因素分析有

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赋值#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6

O

FHCF-

回归分析#具体赋值方法见表
#

)

表
#

!

血培养阳性多因素非条件
;6

O

FHCF-

回归分析赋值方法

因素 变量名 赋值方法

血培养阳性情况
$

阴性
["

#阳性
[$

发热程度
"$

无发热
["

#

1>91

$

109" i[$

#

109$

$

1/9"i[#

#

1/9$

$

!$9"i[1

#

&

!$9"i

[!

寒战
"#

否
["

#是
[$

抗菌药物
"1

未用
["

#使用时间
(

$L[$

#使用时间
&

$

L[#

抽血时机
"!

延误
["

#正确
[$

/9'

!

多因素非条件
;6

O

FHCF-

回归分析
!

对以上因素赋值后进

行非条件
;6

O

FHCF-

回归分析#筛选出患者发热程度,是否使用

抗菌药物,抽血时机是否正确与血培养阳性有关$均
!

$

"9":

%#见表
1

)该结果提示在抽取血培养标本中#发热患者血

培养阳性率高于未发热患者(抽血时机正确#血培养阳性的可

能性越大(使用抗菌药物可降低血培养的阳性发生率)

表
1

!

血培养阳性多因素非条件
;6

O

FHCF-

回归分析

变量
+ GPQP M39= FO /:_8* !

发热程度
"9:># "9$0# /9/#: $9>># $9#!$

$

#9:1" "9""#

寒战畏寒
"9>#/ "9>11 "9//" #9">1 "9!/1

$

09>$$ "91#"

抗菌药物
Z"9:/: "9#%> !9/%0 "9::$ "91#>

$

"9/1$ "9"#%

抽血时机
$9:1# "9>%% 19/!0 !9:0: $9"#$

$

#"9:/# "9"!>

'

!

讨
!!

论

'9$

!

发生血培养阳性的影响因素
!

本院
#"$!

年
$

$

%

月血培

养阳性率为
$#901_

#高于李进等*

#

+报道的
:9/_

#但低于孙六

娜等*

1

+报道的
$!90_

,孙琪等*

!

+报道的
$190_

和张淑青等*

:

+

报道的
$%91_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患者发热程度,是否

使用抗菌药物,是否寒战,抽血时机是否正确均为血培养阳性

的影响因素)但由于血培养阳性的发生往往是多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采用多因素分析可以避免各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或因某些干扰因素造成的假象#克服单因素分析的片面性)本

研究多因素非条件
;6

O

FHCF-

回归分析共筛选出
1

个血培养阳

性发生的影响因素!发热程度,抗菌药物,抽血时机)本研究单

因素分析中#送检时间是否正确$

!["9$:#

%不是血培养阳性

的影响因素#这可能与本院使用中央空调温度相对恒定或与本

研究样本量小有关)

'9/

!

对策

'9/9$

!

选择具有吸附抗菌药物的血培养瓶
!

在
##%

份血培养

标本中
$%$

份抽血前使用抗菌药物#抗菌药物使用率
>$9#!_

$

$%$

"

##%

%)血培养标本应尽量在抗菌药物治疗前*

%7/

+采集#但

在临床工作中很难保证)高晓东等*

$"

+在报道指出在具有抗菌

药物吸附能力的培养瓶中培养的检出率要明显高于普通血培

养瓶#检出速度明显提高)本院将购进具有吸附抗菌药物的血

培养瓶#护士将根据患者是否使用抗菌药物正确选取)

'9/9/

!

降低夜间抽血时机延误比例
!

在
%!

份抽血时机延误

血培养标本中
%#

份标本属于夜间值班期间#夜间延误率为

/%90>_

)延误主要原因为夜班医生未开血培养医嘱#白班管

床医生根据夜间情况才开血培养医嘱#导致抽血时机延误#血

培养标本阳性率低)本院根据需要重新修订了1患者发热报告

制度21血培养医嘱制度21血培养瓶领用,保存制度2及1血培养

标本质量控制制度2)如1血培养医嘱制度2中明确规定医生应

在护士报告患者情况后
:MFG

内开出医嘱)

综上所述#血培养阳性与多种因素有关#并且各种因素相

互关联#相互影响#为防止血培养阳性率低必须从控制这些因

素出发#才能提高血培养的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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