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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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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W=LG?03ZY7

种不同全自动血培养仪之间的应用

价值及其相互差异%方法
!

比较
7

种仪器的培养结果的报阳时间及延迟培养的报阳时间!评价
7

种仪器的临床应

用价值%结果
!

7

种血培养仪在培养时间的比较上!

[S

的最短报阳时间的瓶数所占比例是
!$2-9

!梅里埃的最短

报阳时间的瓶数所占比例为
""2:9

!

W=LG?03ZY

的最短时间报阳瓶数所占比例为
8:2:9

%在延迟培养的比较

中!

7

种仪器的时间差距较小!延迟培养条件下建议在常温下保存"

-h

条件下苛养菌可能死亡#%结论
!

W=LG?

03ZY

在细菌的培养时间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存在操作较为繁琐!污染率相对较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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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时间上差距不是很大!且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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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败血症及菌血症的增多#血培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而血培养方法的改进也促进了临床对菌血症的及时诊断和后

续的治疗#全自动血培养仪的出现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提高

了阳性检出率-本实验室对
[?)B

"

&@=LB7S

.

[S[&40Z4*X

以及
W=LG?03ZY7

种不同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报阳时间及

延迟培养的结果进行评估#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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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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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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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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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G?

03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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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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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氧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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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U

$厌氧瓶%.

[S [&40Z4 *X

!

[S [&40Z4 +VQ1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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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氧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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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

瓶%.

W=LG?03ZY

!

W=LG?03ZY3ZS/X"ODB,1BDL[?L

$需氧

瓶%.

W=LG?03ZY3ZS/X!

$厌氧瓶%-

$2'

!

培养基及其他
!

商品化血平板$

[&

%.选择性巧克力平板

$

4'

%.人全血.生理盐水.比浊仪.玻璃试管-

$21

!

方法
!

$

"

%用无菌生理盐水配制
#28

标准麦氏浓度的菌

悬液$

"#

:

4*Q

"

JV

%#并进行连续
7

次
"b"##

稀释以得到

"##

!

"###4*Q

"

JV

的菌悬液#然后取
#2"JV

的菌悬液和
8

JV

的人血混匀#注入
7

种不同的血培养瓶$需氧瓶及厌氧瓶%

中进行培养#同时取
#2"JV

菌液接种血琼脂平板或巧克力琼

脂平板或厌氧琼脂平板用于菌落计数#以评价
7

种血培养仪的

阳性检出率.阳性检出时间及其相关综合性评价-$

!

%按照方

法
"

配制的菌悬液注入血培养瓶之后#按照延迟培养的模拟条

件$

-

.

!8

.

78h

%进行放置#

"-,

后进行培养$同样设立了阴性

对照组#表中未列出%-

$22

!

质量控制
!

设立一组阴性对照#阴性对照组采用生理盐

水代替-

$2)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1+11":2#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组

间比较采用
5

检验#以
E

$

#2#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7

种全自动血培养仪的培养时间
!

从表
"

中可以发现#

一共有
".

株细菌进行培养#其中有
6

株革兰阴性杆菌#

6

株革

兰阳性球菌#

7

株革兰阳性杆菌#

"

株真菌#

"

株革兰阴性球菌-

从中可以发现其中有
8

株苛养菌#

!

株厌氧菌#细菌种类比较

全面-从菌计上可以发现所有细菌的菌计均在
!#

以下#符合

试验要求-所有细菌的报阳时间和国内的有关试验统计一致-

统计发现#在不区分厌氧瓶和需氧瓶的报阳时间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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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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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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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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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短报阳时间的瓶数有
8

瓶#分别是流感嗜血杆菌.大肠埃

希菌.普通变形杆菌.产气荚膜梭菌.卡他莫拉菌#所占比例为

!$2-9

(梅里埃的有
!

瓶#分别是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脆弱拟杆

菌#所占比例为
""2:9

(

W=LG?03ZY

的最短时间报阳瓶数有

"#

瓶#分别是!草绿色链球菌.化脓链球菌.肺炎链球菌.鲍曼

不动杆菌.粪肠球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产单核李

斯特菌.人葡萄球菌人亚种.铜绿假单胞菌#所占比例为

8:2:9

-可以发现
W=LG?03ZY

在最短时间报阳的瓶数最多#

集中表现在革兰阳性球菌和真菌方面-对于苛养菌的保阳时

间上分析可发现!

W=LG?03ZY

在最短时间报阳的瓶数有
7

瓶#梅里埃
[?)B

"

&@=LB7S

.

[S[&40Z4*X

各有
"

瓶-可见

W=LG?03ZY

在苛养菌的培养中有一定优势-在厌氧菌的培

养中#

W=LG?03ZY

的培养时间最长#

[?)B

"

&@=LB7S

和
[S

[&40Z4*X

培养时间差不多#明显比
W=LG?03ZY

的培养时

间短-

/2/

!

延迟放瓶的培养结果
!

见表
!

-从表
!

中可以发现#在

延迟培养的不同温度条件下#

W=LG?03ZY

的培养时间相对较

短#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肺炎链球菌#另外大肠埃

希菌的培养时间比较发现
[S[&40Z4*X

的时间最短#但三

者差距不明显-

[?)B

"

&@=LB7S

和
[S[&40Z4*X

在厌氧菌

的培养时间上有较大优势-从延迟培养温度的比较上可以发

现#

-h

的保存与即时培养的时间上最接近-但肺炎链球菌在

-h

的延迟培养条件下没有生长#说明细菌已经死亡#因此建

议放在常温下保存最好-

表
"

!

7

种培养仪的培养时间%

,

&

菌种
菌计

$个%

[S[&40Z4*X

需氧瓶 厌氧瓶

[?)B

"

&@=LB7S

需氧瓶 厌氧瓶

W=LG?03ZY

需氧瓶 厌氧瓶

流感嗜血杆菌
: !#288

$

]

%

8:2"!

$

]

%

--2$7

$

]

%

鲍曼不动杆菌
! "!2$#

$

]

%

"!2.8 "72$! ""287

$

]

%

大肠埃希菌
"! "!2#. "#2.7 "728: "!2-! "72$! "7277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28#

$

]

%

7#28# !:2-. 782!!

$

]

%

普通变形杆菌
$ "82!7 "728. "62#: "-2-! "6277

$

]

%

铜绿假单胞菌
"6 ".28#

$

]

%

"$2!7 !#2!7 ".2-!

$

]

%

粪肠球菌
6 "72#: "!2!8 "72:. "!287 "!2#! ".26#

白色念珠菌
". 7#2##

$

]

%

!-28" !-2:8 !-2##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7 "$28. "8288 "82.8 "-2!8 "72.7

$

]

%

人葡萄球菌人亚种
$ "82$! "828: "62.7 "62-! "82#:

$

]

%

草绿色链球菌
: ":28: "82#: "$2-! "82$! "-2"#

$

]

%

脆弱拟杆菌
"!

$

]

%

"72$!

$

]

%

"7287

$

]

%

!826#

产气荚膜梭菌
7

$

]

%

"#2!8

$

]

%

""2#7

$

]

%

"826#

产单核李斯特菌
"# !#2$7 ":2#: ":28: ".28: ".2-# !72##

卡他莫拉菌
!

$

]

%

".2$. ] "$28: ] !#2.8

化脓链球菌
"6 "!2!8 "!2.8 "-2-! "72.8 "#2$#

$

]

%

肺炎链球菌
- "7288 "-2$! "62#: ":2-! "82$# ""2.#

生理盐水$阴性对照%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表示培养阴性-

表
!

!

延迟放瓶的培养时间%

,

&

培养方式 菌种
[?)B

"

&@=LB7S

需氧瓶 厌氧瓶

[S[&40Z4*X

需氧瓶 厌氧瓶

W=LG?03ZY

需氧瓶 厌氧瓶

即时培养 金黄色葡萄球菌
"82.8 "-2!8 "$28. "8288 "72.7

$

]

%

大肠埃希菌
"728: "!2-! "!2#. "#2.7 "72$! "7277

白色念珠菌
!-28" !-2:8 7#2##

$

]

%

!-2##

$

]

%

脆弱拟杆菌 $

]

%

"7287

$

]

%

"72$!

$

]

%

!826#

肺炎链球菌
"62#: ":2-! "7288 "-2$! "82$# ""2.#

延迟培养
-h

金黄色葡萄球菌
"-2!8 "-2#8 ".28# "-2#8 ""27#

$

]

%

大肠埃希菌
""288 "#2#. $2.8 .2"# ""28# $2.7

白色念珠菌
!"28# !!288 !62$!

$

]

%

!#2-8

$

]

%

脆弱拟杆菌 $

]

%

""277

$

]

%

"!2#8

$

]

%

!#2-#

肺炎链球菌 $

]

% $

]

% $

]

% $

]

% $

]

% $

]

%

延迟培养
!8h

金黄色葡萄球菌
""2:8 "#288 "-288 "!2#8 "#2!8

$

]

%

大肠埃希菌
:276 .2!8 :2#8 6277 :28#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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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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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延迟放瓶的培养时间%

,

&

培养方式 菌种
[?)B

"

&@=LB7S

需氧瓶 厌氧瓶

[S[&40Z4*X

需氧瓶 厌氧瓶

W=LG?03ZY

需氧瓶 厌氧瓶

白色念珠菌
".2!8 ":2.7 !#2!8

$

]

%

"6277

$

]

%

脆弱拟杆菌 $

]

%

:2-8

$

]

%

$2#8

$

]

%

"!277

肺炎链球菌
"-2#8 "6288 ""2$! "#2#: ""2-! "#2$

延迟培养
78h

金黄色葡萄球菌
.2#8 62:8 62## 828# 82!8

$

]

%

大肠埃希菌
6278 82## 628# 8278 .2## 82:8

白色念珠菌
"7288 "-2#8 "828#

$

]

%

"!2.8

$

]

%

脆弱拟杆菌 $

]

%

62!8

$

]

%

62-8

$

]

%

$2.8

肺炎链球菌
"!2## "-288 "#288 $277 $2-! $2#:

!!

注!$

]

%表示培养阴性-

/2'

!

仪器操作形式
!

[?)B

"

&@=LB7S

和
[S[&40Z4*X

的操

作方式是培养瓶扫条码的形式#其中
[?)B

"

&@=LB7S

是在扫条

码之后培养箱所有合适的空白位置均可放置#

[S[&40Z4

*X

是在扫条码之后培养箱有唯一指定位置-

W=LG?03ZY

是

先对培养瓶消毒#之后在每一个待培养的培养瓶上插入压力感

应器#最后是扫条码放入指定位置-

'

!

讨
!!

论

近几年来#虽然新型的广谱抗菌药物的不断研发更新并投

入临床使用#但血流感染$

[15

%的发病率.病死率并未得到相应

的控制-发病率从
"$:6

年的
"269

增至
!##6

年的
72"9

#年

度增长率为
#2"9

#病死率达
!"2#9

!

-:2#9

+

";!

,

-甚至#由于

多重耐药菌的大量出现及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使菌血症的

感染呈上升趋势-机械通气.静脉导管留置#内镜等侵入性检

查和治疗措施的广泛应用#成为血流感染的常见感染途径#其

发生率逐年上升-因此#临床对微生物实验室快速准确地鉴定

血流感染#给出相应的药敏试验结果以指导临床用药越来越重

要-血培养仪器的出现弥补了临床出现的问题-本文讨论的

7

种 血 培 养 仪 分 别 有 自 己 的 特 点!

[?)B

"

&@=LB7S

和
[S

[&40Z4*X

均采用培养瓶放入仪器后即开始连续孵育.轻度

振荡培养和自动检测的方法#其中
[?)B

"

&@=LB7S

培养仪有自

动搜集整理和监测系统#其血培养瓶的底部有特殊的
U<>=@

4/

!

感应器#有半渗透性薄膜将培养基与感应器隔离-系统则

利用细菌生长产生的代谢产物
4/

!

渗透至感应器#

K

'

改变使

其颜色改变的原理进行连续检测-

[S[&40Z4*X

培养仪利

用荧光探测技术$荧光增强法%#其培养瓶底部包埋有对
4/

!

浓度变化高度敏感的荧光物质#而微生物代谢引起的
4/

!

浓

度变化#可直接激活此荧光物质#在二极管的激发下荧光物质

释放荧光-

W=LG?03ZY

则是采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培养瓶

顶部空间压力变化#压力变化来自微生物代谢产生和消耗的各

种气体$

4/

!

.

/

!

.

U

!

和
'

!

%-

适合微生物实验室的培养仪需具备的特点!$

"

%阳性标本

的准确报告#既要检测尽可能多的微生物$普通细菌.真菌.苛

养菌.厌氧菌等%#又要尽可能减少假阳性#以免给临床造成误

导-$

!

%快速的报告阳性标本#即实验室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临

床一个准确的结果-本研究中#

7

种血培养仪都可以检测出

"##

!

"###4*Q

"

JV

浓度范围内的所有细菌#在此说明的是!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在
[S

培养仪的报阳时间是
:#28,

#而另外

两种培养仪的培养时间是
7#,

左右#有文献表明#

[S

培养仪

未能检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7

,

#可见
[S

培养仪对嗜麦芽窄食

单胞菌的检测能力不如另外
!

个培养仪-另外#从表
"

中可以

发现!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白色

念珠菌这
-

种细菌均是专性需氧菌#然而
[?)B

"

&@=LB7S

的厌

氧瓶全部可以检测出这些细菌#排除偶然性误差#可以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
[?)B

"

&@=LB7S

的厌氧瓶存在密封性不好的现

象#而
[?)B

"

&@=LB7S

.

W=LG?03ZY

的厌氧瓶其密封性相对较

好-这需要引起厂家注意-

另外#由 于
W=LG?03ZY

独 特 的 检 测 技 术#使
W=LG?

03ZY

的检测范围会更广#有文献表明#

W=LG?03ZY

是唯一

能检测出厌氧消化链球菌的系统+

-

,

-在临床的回顾性调查中

显示#在低采血量的情况下#

W=LG?03ZY

比
[?)B

"

&@=LB7S

.

[S[&40Z4*X

检出更多的细菌#

W=LG?03ZY

是唯一能够

在
"JV

和
#28JV

的采血量情况下能检出淋病奈瑟菌的系

统+

6

,

-本试验中
W=LG?03ZY

可以发现具有独特的气压感应

技术以及营养丰富的
3ZS/X

培养基#

[?)B

"

&@=LB7S

.

[S

[&40Z4*X

在苛养菌和低采血量情况下检出率稍有不足-

从表
"

的结果分析中发现#在报阳时间方面的比较中#

W=LG?

03ZY

的报阳时间相对来说最快#其中有
"#

株报阳#而
[S

[&40Z4*X

有
8

株报阳#

[?)B

"

&@=LB7S

仅有
!

株报阳-因此

W=LG?03ZY

需氧瓶是检出率最高的单个培养瓶-在厌氧菌

的检 测 方 面
W=LG? 03ZY

明 显 不 如
[?)B

"

&@=LB7S

.

[S

[&40Z4*X

#并且有许多的兼性厌氧菌$如大肠埃希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化脓链球菌等%在
W=LG?03ZY

的培养中都是阴

性#而在
[?)B

"

&@=LB7S

.

[S[&40Z4*X

中培养均是阳性#究

其原因可发现#

[?)B

"

&@=LB7S

.

[S[&40Z4*X

的系统对所有

培养瓶$需氧瓶和厌氧瓶%均采用连续孵育.轻度震荡培养#而

W=LG?03ZY

是只针对需氧瓶采用了涡旋搅拌技术#而厌氧瓶

没有使用$其目的是为了提供稳定的厌氧环境%#使得厌氧瓶中

细菌不能充分利用营养而生长速度相对缓慢#甚至检测不出兼

性厌氧菌-因此#在厌氧菌的培养中#

W=LG?03ZY

要比
[?)B

"

&@=LB7S

和
[S[&40Z4*X

的培养时间延长很多#

[?)B

"

&@=LB

7S

和
[S[&40Z4*X

之间没有差异-在苛养菌的培养中#

W=LG?03ZY

比
[?)B

"

&@=LB7S

.

[S[&40Z4*X

的检出时间

相对较短#但是差距不明显#说明
7

种培养仪在苛养菌的培养

方面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8

%-在卡他莫拉菌的培养

过程中发现
W=LG?03ZY

并没有检测出这一种细菌#而
[?)B

"

&@=LB7S

.

[S[&40Z4*X

这两种血培养仪都能检测出#关于

该细菌在检测方面的差异虽然无文献支持#但该发现有临床意

义-虽然可能是偶然误差#这也需要引起
W=LG?03ZY

仪器的

重视-在真菌检测方面#本次试验仅仅提供了白色念珠菌的检

测#无统计学价值#但可以发现在真菌检测性能方面#

W=LG?

03ZY

具有优势#此有文献+

-

,证实-

有文献研究发现#

W=LG?03ZY

需氧瓶是检出率最高的单

个培养瓶#无论是在加血还是不加血的情况下+

8

,

-原因是

W=LG?03ZY

培养瓶的营养相对来说更加丰富#在无需加血的

情况下仍能满足培养的需求-该文献的结果显示两种血培养

仪均可满足这两种情况下的微生物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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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染率方面#文献+

6

,发现
W=LG?03ZY

的污染率是

!2..9

#

[?)B

"

&@=LB7S

的污染率是
!2!$9

#

[S[&40Z4*X

的污染率是
!2!$92

虽然文献说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8

%#但据实际操作过程可以发现#

W=LG?03ZY

的培养瓶有

一个安装压力感应器的操作#很有可能因为消毒不完全或是没

有消毒等人为上的失误#而引起污染-另外#这个安装压力感

应器的过程会花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并且对员工的技术要求

相对较高#相对于
[?)B

"

&@=LB7S

和
[S[&40Z4*X

的操作简

单快捷#

W=LG?03ZY

存在劣势-

在实际培养过程中#由于实验室条件的限制#不会在
!-,

不间断的为临床提供培养服务#或者血培养瓶在运输途中耽误

时间#从而导致血培养瓶可能存在时间的延误#并且在这一时

间内可能储存在不同温度环境中#通过延迟试验发现#在不同

温度下的延迟培养
W=LG?03ZY

均具有优势#有文献表明#在

7

种培养仪比较当中#

W=LG?03ZY

在几乎所有细菌的检测当

中时间均是最短的#不管是立即放瓶还是延迟放瓶的情况

下+

.

,

-另外#在
-h

的环境中其检测的效果是最好的#最接近

立即放瓶的效果-但是#实验发现肺炎链球菌在
-h

的延迟培

养中不生长#细菌可能已经死亡#因此存在苛养菌不适合在

-h

保存#为了降低假阴性的出现#建议当有可能延误的情况

下#将血培养瓶放在
!8h

保存-当然#在实际培养过程中的影

响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采集套数.抗菌药物的使用等+

:;"#

,

-

总之#

7

种血培养仪的培养时间均可以满足临床的需求-

W=LG?03ZY

在培养时间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是需氧菌和

兼性厌氧菌#在厌氧菌的培养上有一定劣势-

[?)B

"

&@=LB7S

和
[S[&40Z4*X

之间差距不大#可以在临床实验室相互替

代-在假阳性方面#

W=LG?03ZY

存在不足#这可能存在一定

的临床影响-在操作上
W=LG?03ZY

比较麻烦#可能对其临床

实验室的应用推广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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