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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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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瓶的灵敏度和抗菌药物吸附能力分析!并评价其细菌分离效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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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检测&用无菌生理盐水将标准菌株配制成
#;<

麦氏单位!倍比稀释形成浓度梯度后分别接种

于该双向血培养瓶!常规培养$"

)

#抗菌药物吸附能力&用
QP

肉汤稀释头孢噻肟和庆大霉素!形成浓度梯度系

列!分析铜绿假单胞菌对未经树脂吸附处理过和经过树脂吸附处理过的药物溶液
Q(&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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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床

标本同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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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瓶和该双向血培养瓶培养!并对其检出率(检出时间和检出种类进行统计$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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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吸附&每毫升树脂吸附头孢噻肟(庆大霉素分别为
%##;##

(

$$;$$

#

?

%

"

$

#

7158

'

+4198

血培养瓶和该双向血培养瓶阳性检出率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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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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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病原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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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双向血培

养瓶灵敏度较高!抗菌药物吸附能力强!操作简单易行!价格便宜!适合基层医院$

关键词"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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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吸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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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检验医学体系中#微生物检验的重要性在临

床诊断'治疗中日益凸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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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血培养的方法学

发展很快#各种自动化的血培养仪器系统大量出现#

我国也大量引进了国外血培养系统#这对推动我国检

验医学的快速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

(但

我国应该在国外先进经验基础上形成符合我国实际

情况的现代检验医学体系(目前#血液培养已成为最

常见和最重要的临床实验*

$

+

#但国内血培养在数量上

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在于临床医生对该项工

作的认识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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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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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系统价格昂贵#在不少医院很难开展#为此性价

比较高相应国产试剂也成为国内厂家追求和发展的

趋势(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瓶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并获得国家专利#为评价该产品性能#本研究通过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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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进行检测#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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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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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瓶$重庆庞通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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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梅里埃%#均为有效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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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噻肟$华北制药凯瑞特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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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I'

#其中酵母菌为

$

"

)

)

%

["#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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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培养#常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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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时间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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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旋转'摇动培养瓶#并注意观察

固相指示系统及瓶中培养液颜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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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吸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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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头孢噻肟和庆大霉素

为代表进行了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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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稀释液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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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存液&然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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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汤稀

释储存液#终浓度为
)<2

#

?

"

I'

作为倍比稀释的第
"

稀释度(

庆大霉素稀释液!取
)#I

?

"

I'

注射液
"I'

#再

加生理盐水
);=I'

配制成
<")#

#

?

"

I'

的储存液&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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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铜绿假单孢菌
+B&&),%<$

对处理与未处

理头孢噻肟与庆大霉素的
Q(&

值#未处理与处理抗

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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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差异为吸附剂吸附抗菌药物值(根

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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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文件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每试管中的肉汤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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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验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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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未经树脂吸附处理过的药物溶

液为对照组#而经过树脂吸附处理过的药物溶液为测

试组#每组均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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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抗菌药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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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汤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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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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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液'腹腔积液'脑脊液等无菌标本同时注入梅里埃

和庞通血培养瓶#常规培养#记录生长情况'生长时

间#对比分离细菌种类(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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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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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及检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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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菌株系列稀释后接种

到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瓶中#对普通细菌检测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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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A%D

%(见表
"

(

表
"

!!

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瓶对标准菌株检测的灵敏度

菌群
"#

2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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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每毫升溶液中庆大霉素被吸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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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培养瓶阳性检出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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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

养瓶和国产双向血培养瓶
$,

例均检出病原菌#阳性

率为
)#;2,>

#其中
$#

例为单一菌株感染#

,

例为复

合感染(

/;1

!

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系统检出病原菌的时间统计

!

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瓶
)#D

内阳性检出率为
%2;A=>

$

$)

"

$,

%#

A%

'

,)D

阳性检出率分为
=A;2#>

$

$<

"

$,

%'

"##>

$

$,

"

$,

%(

/;2

!

细菌检出种类
!

"<#

份血标本中共检出病原菌

A=

株'

"=

种#见表
)

(

表
)

!!

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瓶分离菌种及株数#

'

%

菌名
)AD A%D ,)D

总计

表皮葡萄球菌
A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大肠埃希菌
") ")

鲍曼不动杆菌
" " )

无乳链球菌
$ $

嗜麦芽假单胞菌
) )

无名念珠菌
" "

白色念珠菌
" "

阴沟肠杆菌
< <

铜绿假单胞菌
" "

肺炎链球菌
" "

奇异变形杆菌
" "

乳球菌
" "

产气肠杆菌
) )

屎肠球菌
$ $

粪肠球菌
" "

流感嗜血杆菌
" "

反硝化产碱菌
" "

'

!

讨
!!

论

!!

目前#临床常见的血培养检测系统是
7/5B

"

+4198

系统和
c/./5815Y4H0

系统#有助于血液感染的实验室

诊断快速而准确#有助于临床正确和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

A

+

(但是这些产品都来源于国外#需要高昂的投

入#血培养瓶为一次性使用品#其价格也较为昂贵#其

在国内的使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尤其是在一些

基层医院表现得尤为突出(

某国产双向血培养系统采用带有琼脂斜面的固

液双向血培养瓶形式#将传统二步法合二为一#不仅

可缩短检菌时间'简化操作和减少人为污染#而且较

人工培养瓶提高了检测灵敏度(通过实验分析发现!

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浓度为
"#

)

&ĉ

"

I'

时#

)#D

便可以被检测出&肺炎链球菌浓度为
"#

)

&ĉ

"

I'

时#

A%D

可以被检测出&当
"#&ĉ

"

I'

时#

,)D

也可以被检测出&流感嗜血杆菌浓度为
"#

)

&ĉ

"

I'

时#

)#D

便可以被检测出&白色念珠菌浓度

为
"#&ĉ

"

I'

时#

A%D

便可以被检测出(该国产血

培养系统是利用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产生气体#当产

生的气体到达一定压力时就将含有细菌的培养液压

到固相系统#细菌就在固体培养基上生长*

)

+

(与

7/5B

"

+4198

血培养系统相比#该国产血培养系统虽然

没有灵敏的检测系统#故阳性报警时间长于
7/5B

"

+*

4198

血培养系统#但是只要有微生物生长#

)#

)

A%D

可

以在固体培养基上得到菌体#有利于进一步做鉴定与

药敏#相应大大地缩短了时间(

当血液中抗菌药物的含量到达一定浓度可以抑

制细菌的生长#尤其是大量使用高级抗菌药物的患

者#其血培养可能由此而出现假阴性#中和血液标本

中抗菌药物有利于阳性率的提高*

,*""

+

(庞通血培养瓶

中含有能吸附抗菌药物的树脂(通过本实验分析也

发现每毫升树脂吸附头孢噻肟'庆大霉素分别为

%##;##

'

$$;$$

#

?

#这也有利于血标本阳性率的提高(

众所周知#血培养出现阳性时问及阳性率与抽血

量'血中所含菌量'细菌种类及培养基营养成分有

关*

")*"$

+

(某国产血培养瓶大容量#

%#I'

培养液(按

照
A#I'

培养液允许抽血量
%

)

"#I'

#那么
%#I'

可以抽血
"2

)

)#I'

#有利于阳性率的提高(庞通双

相血培养瓶富含多种生长因子#完整的氨基酸系列和

各种维生素#不仅能促进血液中的一般细菌快速繁

殖#更能支持各种营养要求较高的细菌的生长(庞通

血培养系统对
"<#

份临床标本进行检测#其阳性率为

)#;2,>

#与
7/5B

"

+4198

血培养系统一致#无显著性

差异#而且培养出真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等

苛养菌(

"<#

份标本培养出
A=

株'

"=

种细菌$含真

菌%#其中
$#

份标本培养出单一菌株#

,

份标本培养出

复合菌(

$,

份阳性标本#

)AD

内为阳性者
$)

份#占总

阳性标本的
%2;A=>

#

A%D

达到
=A;2#>

(

由于全自动培养仪和进口血培养瓶价格昂贵#基

层医院收费较低#无条件使用#而手工自配血培养瓶

营养成分不足#无法及时'准确地为临床服务(庞通

双向血培养系统价格适中'操作简便'检出率高'检测

时间短#广泛适用于多种细菌的生长#为医院感染的

诊断'监控'治疗和其他方面的临床应用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为暂无仪器配备的医院提高细菌阳性检出率

提供了一种简便'可行的解决途径#尤其适合基层医

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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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型#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这表明自身抗

体的出现与基因型可能没有关联#

&

型更容易产生自

身抗体有待于证实(

在过去的报道中#

P7R_O+

可自然地发生耐药

位点的突变#在使用抗病毒药物之后#通过免疫'药物

和自然突变多种因素的影响产生耐药的
P7R

#这给

治疗难度带来巨大的挑战(在治疗过程中对耐药位

点突变进行检测#有助于评估药物疗效#从而更好地

选择治疗方案和预防处理耐药问题*

"#

+

(本研究选取

'+Q

耐药相关位点 $

Q)#A(

'

Q)#AR

'

'"%#Q

%和

+_R

耐药相关位点$

O)$2B

'

+"%"B

'

+"%"R

%#基因

位点在
7

型和
&

型中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与 孙 丽 娜 等*

""

+研 究 中
Q)#AR

'

O)$2B

'

+"%"B

'

+"%"RA

个位点在
7

型和
&

型中的分布存在

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此次标本量较少所导致的#应增

加患者例数再做分析(

综上所述#自身抗体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病程

发展有一定联系#不同基因型产生自身抗体和耐药位

点突变在基因型中的分布须进一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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