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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快速鉴定法在阳性报警血培养标本转种后检测中的性能%方法
!

!AF

例阳性报警的血

培养标本转种后分别采用快速鉴定法"培养满
CM

$和常规法"过夜培养后$上机做鉴定和药敏试验!统计菌种鉴

定符合率&药敏试验结果符合率和最低抑菌浓度"

(;,

$值的符合率%结果
!

除少数念珠菌血症和生长缓慢的

罕见菌外!绝大多数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可以采用快速鉴定法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菌种鉴定符合率为

FD#CFa

&药敏试验结果符合率为
FD#'$a

&

(;,

值符合率为
FC#ADa

%结论
!

快速鉴定法能够显著缩短阳性报

警后血培养的最终报告时间!适宜在临床实验室推广%

关键词"血培养#

!

病原菌#

!

快速鉴定#

!

药敏试验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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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感染是临床上常见的重症患者最主要的死

亡原因#病死率高达
&Aa

'

!

(

+近年来#血流感染发病

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目前国内临床微生物实验室阳

性报警后血培养标本检测周期$

G+G

&普遍偏长#最终

报告约
"

"

&N

#影响临床诊疗效果'

">$

(

+因此#微生物

实验室及时准确地为临床提供血培养阳性的病原学

证据和药敏结果可降低血流感染病死率#提高治愈

率'

A>'

(

+本研究将阳性报警的血培养标本转种培养
CM

后上机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并与常规过夜培养后上

机鉴定和药敏试验的结果进行比较#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D

年
D

月
!

日至
!"

月

&!

日夜间阳性报警的血培养标本共
!AF

例+

$#/

!

仪器与试剂
!

*@KG

"

+T1EG&Y

全自动血培养

系统$配套需氧和厌氧血培养瓶&和
U;G1S",̀ (>

?+,G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配套
XV

)

X?

鉴定卡

和
XV>!&

)

XV>!'

)

X?>'D

)

X?>'C

药敏卡&#法国生物

梅里埃公司产品+

$#'

!

方法

$#'#$

!

快速鉴定法
!

取每天
F

!

%%

前阳性报警的血

培养标本$包括夜间阳性报警但未处理的标本&涂片)

染色)镜检#转种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置
,̀

"

培养箱

&D[

培养#

CM

后取菌落涂片再次染色镜检#并根据

镜检和辅助试验$如氧化酶等&结果选择合适的鉴定

卡和药敏卡上机+第
"

天早晨记录鉴定和药敏结果#

并向临床初步报告+

$#'#/

!

常规法
!

选择合适的鉴定卡和药敏卡将过夜

培养后的菌落再次上机#观察记录结果#发出最终

报告+

$#1

!

观察指标
!

$

!

&鉴定结果的符合率!细菌鉴定到

种#计算以上两种方法鉴定结果的菌种符合率+$

"

&

药敏结果的符合率!以上两种方法药敏结果#包括敏

感$

W

&)中介$

;

&)耐药$

E

&#两种方法结果相同为符合%

快速鉴定法为
W

)常规法为
E

#极重大错误%快速鉴定

法为
E

)常规法为
W

#重大错误%快速鉴定法为
E

或
W

)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常规法为
;

#或快速鉴定法为
;

)常规法为
E

或
W

#一般

错误+分别计算所占比例+$

&

&最低抑菌浓度$

(;,

&

的符合率!按照半定量方法符合率判定的一般规则#

(;,

值上下相差不超过
!

个梯度且不发生重大错误

或极重大错误为符合#计算符合率+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K59-9L41OK38"%!%

对数据

进行整理+

/

!

结
!!

果

/#$

!

鉴定结果的符合率
!

本研究夜间阳性报警的血

培养标本中#除
!"

例涂片镜检为酵母样真菌)

A

例病

原菌生长缓慢#培养
CM

后菌落不明显$常规法最终鉴

定为产单核李斯特菌
!

例)化脓链球菌
!

例)马耳他

布鲁杆菌
&

例&未采用快速鉴定法进行鉴定和药敏试

验外#其余
!$"

例均采用快速鉴定法和常规法分别进

行了鉴定和药敏试验+

!$"

例阳性标本中#革兰阳性

球菌
$%

例#除
!

例快速鉴定法鉴定为中间葡萄球菌

而常规法鉴定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外#其余
&F

例$金黄

色葡萄球菌
!'

例#表皮葡萄球菌
D

例#溶血葡萄球菌

&

例#人型葡萄球菌
"

例#头状葡萄球菌
"

例#模仿葡

萄球菌
!

例#屎肠球菌
!

例#粪肠球菌
&

例#咽峡炎链

球菌
!

例)缓症链球菌
"

例)肺炎链球菌
!

例&两种方

法鉴定结果均相同#符合率为
FD#A%a

%革兰阴性杆菌

!%"

例#除
!

例快速鉴定法鉴定为臭鼻克雷伯菌而常

规法鉴定为肺炎克雷伯菌)

!

例快速鉴定法鉴定为浅

黄假单胞菌而常规法鉴定为铜绿假单胞菌外#其余

!%%

例$大肠埃希菌
&"

例#铜绿假单胞菌
"A

例#肺炎

克雷伯菌
!D

例#阴沟肠杆菌
D

例#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例#鲍曼不动杆菌
&

例#产气肠杆菌
&

例#粘质沙雷

菌
"

例#奇异变形杆菌)居泉沙雷菌)弗氏柠檬酸杆

菌)沙门菌)洋葱博克霍尔德菌)洛菲不动杆菌)杀鲑

气单胞菌各
!

例&两种方法鉴定结果均一致#符合率

为
FC#%$a

+总符合率为
FD#CFa

$

!&F

"

!$"

&+

/#/

!

药敏试验的符合率

/#/#$

!

革兰阳性球菌药敏试验的符合情况
!

$%

例革

兰阳性球菌中#有
!

例咽峡炎链球菌)

"

例缓症链球

菌)

!

例肺炎链球菌因无或未选能用合适的药敏卡#快

速鉴定法未获得药敏结果+上述鉴定错误的
!

例葡

萄球菌按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苯唑西林)万古霉素折

点重新判读结果后统计在内+总符合率为
FD#&Ca

#

发生极重大错误
"

个#庆大霉素的药敏试验符合率偏

低$

CD#A%a

&#见表
!

+

/#/#/

!

革兰阴性杆菌药敏试验结果的符合情况
!

!%"

例革兰阴性杆菌中有
!

例杀鲑气单胞菌)

!

例洋

葱博克霍尔德菌)

$

例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快速鉴定法

未获得药敏结果+浅黄假单胞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

药敏判断折点的差异在亚胺培南$

XV>!&

&#按照铜绿

假单胞菌折点重新判读%臭鼻克雷伯菌和肺炎克雷伯

菌药敏折点相同#不影响结果判断+总符合率为

FD#D"a

#发生极重大错误
$

个#所有抗菌药物药敏符

合率均超过
F%a

#见表
"

+

表
!

!!

革兰阳性球菌药敏试验结果的符合情况

抗菌药物
符合

$

(

&

极重大错误

$

(

&

重大错误

$

(

&

一般错误

$

(

&

符合率

$

a

&

青霉素
&' % % % !%%#%%

苯唑西林
&" % % % !%%#%%

环丙沙星
&A % % ! FD#""

左氧氟沙星
&$ % % " F$#$$

莫西沙星
&&

!

"

% " F!#'D

万古霉素
&' % % % !%%#%%

庆大霉素
"C % ! & CD#A%

庆大霉素$

!"%

!

0

&

$ % % % !%%#%%

红霉素
&A % % ! FD#""

克林霉素
&' % % % !%%#%%

复方磺胺甲唑
&A

!

#

% % FD#""

替加环素
&' % % % !%%#%%

利奈唑胺
&' % % % !%%#%%

四环素
&A % % ! FD#""

利福平
&" % % % !%%#%%

合计
$C& " ! !% FD#&C

!!

注!

"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莫西沙星快速鉴定法检测
(;,

'

%#"AW

#常规法
(;,b"E

%

#

!

株人型葡萄球菌#复方磺胺甲唑快速鉴

定法检测
(;,

'

!%W

#常规法
(;,

$

C%E

表
"

!!

革兰阴性杆菌药敏试验结果的符合情况

抗菌药物
符合

$

(

&

极重大错误

$

(

&

重大错误

$

(

&

一般错误

$

(

&

符合率

$

a

&

头孢吡肟
F$ % % " FD#F"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F" % % $ FA#C&

氨苄西林
F' % % % !%%#%%

头孢唑林
FA % ! % FC#F'

头孢曲松
F' % % % !%%#%%

亚胺培南
F$ !

j

% ! FD#F"

环丙沙星
F" % % $ FA#C&

左氧氟沙星
F! % % A F$#DF

庆大霉素
FA !

(

% % FC#F'

阿米卡星
FA % % ! FC#F'

妥布霉素
F$ % % " FD#F"

复方磺胺甲唑
F$ "

&

% % FD#F"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F" % ! & FA#C&

氨曲南
F$ % % " FD#F"

头孢西丁
D% % % % !%%#%%

替加环素
'A % % A F"#C'

头孢他啶
"' % % % !%%#%%

头孢替坦
"' % % % !%%#%%

合计
!A%! $ " "F FD#D"

!!

注!

j

!

株大肠埃希菌#亚胺培南快速鉴定法检测
(;,

'

!W

#常规法

(;,

$

$E

%

(

!

株大肠埃希菌#庆大霉素快速鉴定法检测
(;,

'

!W

#常

规法
(;,

$

!'E

%

&

"

株中有
!

株大肠埃希菌#复方磺胺甲唑快速鉴

定法检测
(;,

'

"%W

#常规法
(;,

$

&"%E

%另外
!

株臭鼻克雷伯菌"肺

炎克雷伯菌#复方磺胺甲唑快速鉴定法检测
(;,

'

"%W

#常规法

(;,

$

&"%E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

!

药敏试验总符合情况
!

药敏试验总符合率

FD#'$a

$

!FC$

"

"%&"

&#极重大错误率为
%#&%a

$

'

"

"%&"

&)重大错误率为
%#!Aa

$

&

"

"%&"

&#一般错误

率为
!#F"a

$

&F

"

"%&"

&+

/#'

!

(;,

值 的 符 合 率
!

(;,

值 的 符 合 率 为

FC#ADa

+见表
&

+

表
&

!!

两种方法
(;,

值的符合情况

(;,

值相差的梯度
极重大错误

$

(

&

重大错误

$

(

&

一般错误

$

(

&

药敏试验结果一致$

(

&

W

"

W ;

"

; E

"

E

合计

'

(

$

a

&(

$

"

个梯度
' " F ' % ' "F

$

!#$&

&

'

!

个梯度
% ! &% F%C $C !%!' "%%&

$

FC#AD

&

合计
' & &F F!$ $C !%"" "%&"

$

!%%#%%

&

'

!

讨
!!

论

!!

血流感染是临床常见危重症之一#病情复杂多

变#进展迅速'

D>C

(

+血培养是诊断血流感染最为重要

的手段#血流感染的有效治疗有赖于临床微生物实验

室及时准确地提供药敏报告'

F>!!

(

+即使阳性报警的血

培养#传统方法需要转种过夜培养再进一步鉴定和药

敏试验#一般还需要
"N

时间#大大降低了其临床精准

诊疗的价值+尤其是目前国内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工

作人员普遍较少#血培养分级报告对技师技术能力的

要求较高#导致夜间阳性报警的血培养普遍不能得到

及时处理+细菌生长繁殖速度很快#转种培养
CM

后

即进入生长的对数期#该期细菌的形态)染色性和生

理活性等都较典型#对外界因素包括抗菌药物的作用

比较敏感#因此#研究细菌的性状$形态染色)生化反

应)药敏试验等&#均应选用该期的细菌以获得准确的

结果'

!">!&

(

+因此#本课题组人员对夜间阳性报警的血

培养标本在早上
F

!

%%

前就进行涂片和转种#培养满

CM

后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与常规过夜培养后做再

鉴定和药敏试验的方法进行了比较+

本研究结果发现#除少数念珠菌血症)罕见病原

菌因生长相对缓慢#不宜采用快速鉴定法外#绝大多

数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均可以采用快速鉴定法进行鉴

定和药敏试验#菌种鉴定符合率达
FD#CFa

$

!&F

"

!$"

&+

&

例快速鉴定法鉴定错误菌株因菌落特点不符

$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或是罕见菌种$臭

鼻克雷伯菌&#并未发出快速鉴定法鉴定结果和药敏

试验结果#未对临床诊疗造成影响+

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结果可为合理规范的抗菌

药物使用提供科学依据+两种方法药敏结果的总符

合率为
FD#'$a

#极重大错误率为
%#&%a

+个性化的

抗菌药物精准治疗方案有赖于药物代谢动力学$

?S

&

和药效学$

?Y

&

'

!$>!A

(

#因此两种方法
(;,

值的符合率

也有重要价值+结果显示#所有
$C

个药敏试验错误

结果的
(;,

值相差
$

"

个梯度的比例为
&A#$"a

$

!D

"

$C

&#

'

个极重大错误的
(;,

值均相差
$

"

个梯度#而

一般错误的
(;,

值多数仅相差
'

!

个梯度%即使药敏

试验结果一致#

(;,

值仍有可能相差
$

"

个梯度

$

%#'%a

#

!"

"

!FC$

&+

分析两种方法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结果错误的

原因可能为比浊仪的不稳定性与操作人员的不固定

性+两种方法的菌液浊度存在差异#导致细菌鉴定及

药敏试验结果出现偏差+避免快速鉴定法结果出现

错误#应同时结合触酶试验)凝固酶试验)氧化酶试验

及乙酰胺生化管反应试验等实验室简单常规有效的

鉴定试验+对于罕见菌株#应常规法复合鉴定结果后

再报告结果#快速鉴定法药敏结果审核时#若出现同

类药物敏感)耐药情况不一致#应采用常规法复核后

再报告结果#避免错误的发生+

虽然越来越多的临床实验室引进了质谱仪等病

原菌快速鉴定手段$目前还不能做药敏检测&#但大部

分临床微生物实验室还在采用传统的微生物鉴定和

药敏试验系统+快速鉴定法在
!'

!

%%Z!D

!

%%

上机后

第
"

天即可发出最终报告#比常规法提早
!N

#且不需

要做二级报告#极大地提高了阳性血培养的临床价

值#减少了实验室的工作量#降低了夜间阳性报警血

培养不能及时处理的风险+对少数实现血培养报警

标本
"$M

处理的实验室#阳性报警后的血培养采用快

速鉴定法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同样能够有效缩短报

告时间+少数不宜采用快速鉴定法的病原菌#可过夜

培养后仍采用常规法做鉴定和药敏试验+快速鉴定

法的鉴定和药敏试验结果与常规法有很高的符合率#

阳性报警血培养转种后快速鉴定和药敏试验方法适

宜在临床实验室推广+

综上所述#快速鉴定法能够显著缩短阳性报警后

血培养的最终报告时间#适宜在临床实验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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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纯依靠超声检查作为卵巢癌的诊断方法是不可

靠的+临床上分析患者除表现出相应的症状体征外#

机体中很多血清因子的改变也对于了解疾病的状态

发挥较大作用+肿瘤标志物的特异性能用来诊断不

同类型的肿瘤#能作为恶性肿瘤治疗后随访以及预后

的重要指标'

D>!%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检测
,+!"A

和
/1$

诊断

卵巢肿瘤的灵敏度为
CC#CFa

#高于
/1$

$

DD#DCa

&

与
,+!"A

$

C&#&&a

&单独检测#且特异度达
FD#&"a

+

同时联合超声检查#灵敏度达
!%%#%%a

#特异度为

FC#"!a

+与研究'

!%>!&

(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

,+!"A

)

/1$

联合超声检测诊断卵巢

肿瘤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明显提高#有助于提高卵巢肿

瘤检出率#减少漏诊和误诊#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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