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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培养和鉴定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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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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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设置培养条件!观察培养结

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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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鉴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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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检测试剂辅助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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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琼脂平板&巧克力平板&哥伦比亚血琼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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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培养条件的情况下!在血平板&巧克力平板&哥伦

比亚血平板上生长良好!可用抗原检测试剂辅助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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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阳性的患者中!男女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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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试剂购自上海信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过氧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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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黏膜组织标本磨碎#备用)

$#'#'

!

标本接种和培养
!

用移液器吸取
!$$

&

R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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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琼脂平板*巧克力平板*哥伦比亚血琼脂

平板上生长良好#初期为针尖样大小菌落#继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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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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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液加入
Y

9

抗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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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察结果)当细菌悬液浊度大于
$#!

麦氏标准单

位#即 可 为 阳 性#盐 水 空 白 对 照 和 大 肠 埃 希 菌

-)(("@0""

!

$#@

麦氏标准单位对照为阴性)

!!

根据培养条件#培养出的菌落特点及生化反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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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微需氧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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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

!$/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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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气的环境中生长良好#按要求设置相关气体的

浓度和湿度#在此基础上#用血琼脂平板*巧克力血平

板*哥伦亚血琼脂平板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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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良好的培养效

果)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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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缓慢#分离培养基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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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代培养需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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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长出菌落#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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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生长时间

差异较大#究其原因#可能与
Y

9

的菌株变异#外界因

素影响等有关#但观察到该现象的文献报道不多#有

待进一步研究)大部分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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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

天开始生长#少部

分细菌于第
%

天才开始生长#继续培养至第
0

#

!$

天#大部分
Y

9

在血平板上会形成
*

溶血的现象)

Y

9

的鉴定常需要和其他螺旋菌和弯曲菌进行区别'

>

(

#常

规方法有菌落观察*菌体形态观察*生化反应等)经

试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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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检测试剂#直接检测培养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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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在含有少量
Y

9

菌悬液的情况下#即可为阳性)该试

剂直接检测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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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特异度高#成本低廉#可用于培

养后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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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鉴定)

从胃黏膜活检标本分离培养获得纯菌#再用形态

学和生化学方法鉴定#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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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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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灵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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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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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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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也有报道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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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

(

)国内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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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阳性率#差

异很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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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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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试验之一)经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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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标本#培养分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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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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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9

8

"

88A2(_

"

的阳性率为
!&#>$/

#

@$$

#$

!$$$

5

9

8

"

88A2(_

"

的阳性率为
@&#&&/

%

!$$$

#$

"$$$

5

9

8

"

88A2(_

"

的阳性率为
?&#?>/

#

'

"$$$5

9

8

"

88A2(_

"

的阳性率为
?>#>>/

)

(

!>

6N1)!$$

#$

@$$5

9

8

"

88A2(_

"

与其他几组数据比较#

Y'

阳性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另外
&

组数据比较#

Y'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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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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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1)

阳性标本#在做
Y

9

培养时#培养的阳性率与

(

!>

6N1)

阳性率呈正相关)

Y

9

是引起胃部疾病的主要致病菌'

<

(

)据报道#

中国各地人群中的感染率达到
>$/

#

%$/

'

0

(

)现检

测
Y

9

的方法有很多种'

!$

(

#其中
Y

9

的培养对
Y

9

的

耐药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疾病根治等方面非常重要)

随着各种厌氧"微需氧培养系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

床#各级医院#可根据自身情况#加强
Y

9

相关知识学

习#与内镜中心合作#适时将
Y

9

的培养作为常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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