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可邀请其作为无偿献血宣传员)

B+U

!

冲动好奇
!

多见于年轻人#其中学生占多数)他们愿意

尝试新鲜事物#寻求感受#但对献血知识不甚了解#献血动机不

明确#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顾虑#存在感情用事的情况)对

于此类献血者应仔细谨慎#详细询问#严格体检)如符合献血

条件#应热情接待#适时宣传有关献血知识#动员其再次献血&

不能挫伤其献血积极性)

B+V

!

永久纪念
!

见于各种人群)多在个人生日*结婚纪念日#

或在节日期间献血)对于此类献血者#可赠送精美*有纪念意

义的礼品&在情人节*国庆节*五一节*春节等节假日期间#举办

有特色的献血活动#使更多的人加入到献血队伍)

综上所述#各地血液中心$血站%应对不同人群进行针对性

宣传咨询#制定招募对策#使人民群众正确理解无偿献血#树立

正确的献血心态#鼓励其成为无偿*自愿*固定献血者#确保无

偿献血工作持续*和谐*健康发展#保证用血安全'

""

(

)中国大

部地区在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优惠政策后#病员量大增#但由于

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认知程度不够#导致无偿献血者明显不足#

出现严重的供需矛盾#大部分地区出现,血荒-现象)及时了解

献血者的献血心态#以便更好地教育*动员*招募无偿献血者#

有助于解决血液的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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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某地区性传播疾病门诊患者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检测及药敏结果分析

方小娴"

!黄宝如&

!林贤娜"

"

"+

广东省汕头市皮肤性病防治院检验科
!

!"!)-"

&

&+

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区第一中医院外科
!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汕头地区性传播疾病"

O4̂

#门诊就诊者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及耐药情况%方法
!

采用珠海丽珠试剂

有限公司生产的支原体培养$鉴定和药敏一体化试剂盒!对
"'!'

例
O4̂

门诊就诊者泌尿生殖道标本进行解脲脲原体"

d:

#及人

型支原体"

D<

#检测!并对阳性标本进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支原体总阳性率为
$$+#,

"

!')

(

"'!)

#!以单纯
d:

感染为主"

&!+

!,

#!女性"

!-+*,

#高于男性"

&!+!,

#&

d:

耐药率较低的抗菌剂依次为美满霉素"

#+!$,

#$强力霉素"

%+&-,

#$克拉霉素"

")+

%,

#!

D<

耐药率较低的抗菌剂依次为强力霉素"

)+),

#$交沙霉素"

)+),

#$美满霉素"

!+&',

#!

d:

$

D<

合并感染标本耐药率较低

的为强力霉素"

"'+#,

#$美满霉素"

"'+),

#%结论
!

需重视
O4̂

门诊就诊者中的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强力霉素和美满霉素

可作为泌尿生殖道
d:

$

D<

及两者合并感染治疗首选药%

关键词"脲原体属&

!

支原体!人型&

!

泌尿生殖系统&

!

抗药性

!"#

!

")+$%'%

"

.

+/001+"'*$2-"$)+&)""+"&+)')

文献标识码"

L

文章编号"

"'*$2-"$)

"

&)""

#

"&2"$#"2)$

!!

支原体感染不仅可导致属于性传播疾病$

06V:899

C

;?8102

E/;;6((/06806

#

O4̂

%的非淋菌性尿道炎$

1512

@

515>5>>89:?62

;<?/;/0

#

Q\d

%#也可引起前列腺炎*附睾炎*不育症及妇女上*

下生殖道炎症等)近年来由于抗菌剂的滥用#耐药性支原体日

渐增多)因此#结合药敏试验结果#合理用药非常必要)为了

解汕头地区
O4̂

门诊就诊者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情况及其

对不同抗菌剂的敏感性#笔者对
"'!'

例就诊者泌尿生殖道分

泌物进行支原体培养鉴定#并对检出阳性的标本进行药敏试

验#结果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汕头市皮肤性

病防治院
O4̂

门诊就诊者
"'!'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小于或等于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

%岁
!)*

例#大于
!%

岁
--

例&年龄最小
"'

岁#最大

*-

岁)

@+A

!

试剂
!

采用微量法支原体培养*鉴定和药敏一体化试剂

盒$丽珠#珠海%#可同时检测解脲脲原体$

d?68

A

980E8:?689

C

;/2

>:E

#

d:

%*人型支原体$

D

C

>5

A

980E<5E/1/0

#

D<

%并获得半定

量结果&抗菌剂强力霉素*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克拉霉素*罗红

霉素*阿奇霉素*氧氟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及司帕沙星已包含在

试剂盒中)

@+B

!

方法
!

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采集样本#男性采集

尿道分泌物#女性采集宫颈分泌物)标本采集后立即送检并严

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接种#覆盖石蜡油后加盖置
$!

!

$*X

温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K1;IG8BD6(

!

3:

@

:0;&)""

!

Y59+$&

!

Q5+"&



箱中培养#

d:

培养
&-<

后观察结果#

D<

培养
-#<

后观察

结果)

@+C

!

结果判断标准
!

空白孔阴性时方为试验有效#并判断余

下各孔结果&空白孔阳性时表示污染#试验失效&培养液及鉴定

孔中试剂由黄变红提示
d:

或
D<

生长#颜色不变为阴性&鉴

定孔可分别判断小于
")

-

MMd

*大于或等于
")

-

MMd

半定量结

果)药敏试验部分为各药物同时接种高浓度及低浓度孔#根据

规定条件*时间培养后观察结果#低浓度孔及高浓度孔均无生

长为敏感#低浓度孔生长*高浓度孔无生长为中度敏感#低浓度

孔及高浓度孔均生长为耐药)

@+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UOO")+)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时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

例就诊者中
D<

*

d:

或两者均阳性者性别分布见

表
"

)

表
"

!!

"'!'

例就诊者中
d<

#

D<

或两者均阳性者

!!!

性别分布&

,

$

$

(

$

%'

检测指标 男 女 合计

d: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d:ZD<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A+A

!

"'!'

例就诊者中
D<

*

d:

或两者均阳性者年龄分布
!

&)

岁以下组阳性率为
$*+!,

$

'

"

"'

%#$

&)

!

$%

%岁组为
$*+",

$

-)-

"

")#%

%#$

#

$%

!

!%

%岁组为
&*+-,

$

"$%

"

!)*

%#

!%

岁以上

组为
&!+),

$

""

"

--

%)

A+B

!

!')

例阳性标本
d:

*

D<

半定量计数结果见表
&

)

表
&

!!

!')

例阳性标本
d:

#

D<

半定量计数结果&

,

$

$

(

$

%'

检测指标
菌落计数

*

")

-

MMd

$

")

-

MMd

d: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表
$

!!

!')

例阳性标本对
%

种药物的耐药率&

,

$

$

(

$

%'

"

抗菌剂
d: D< d:ZD<

强力霉素
%+&

$

$%

"

-&&

%

)+)

$

)

"

"%

%

"'+#

$

&)

"

""%

%

美满霉素
#+!

$

$'

"

-&&

%

!+$

$

"

"

"%

%

"'+)

$

"%

"

""%

%

交沙霉素
&"+'

$

%"

"

-&&

%

)+)

$

)

"

"%

%

$-+!

$

-"

"

""%

%

克拉霉素
")+%

$

-'

"

-&&

%

"))+)

$

"%

"

"%

%

%-+"

$

""&

"

""%

%

罗红霉素
#)+#

$

$-"

"

-&&

%

"))+)

$

"%

"

"%

%

"))+)

$

""%

"

""%

%

阿奇霉素
$#+&

$

"'"

"

-&&

%

"))+)

$

"%

"

"%

%

%%+&

$

""#

"

""%

%

氧氟沙星
#!+#

$

$'&

"

-&&

%

%-+*

$

"#

"

"%

%

#%+%

$

")*

"

""%

%

左旋氧氟沙星
*!+#

$

$&)

"

-&&

%

%-+*

$

"#

"

"%

%

##+&

$

")!

"

""%

%

司帕沙星
''+-

$

&#)

"

-&&

%

*$+*

$

"-

"

"%

%

#)+*

$

%'

"

""%

%

!!

"

!耐药率为中度敏感及耐药株数占总株数的百分比)

A+C

!

!')

例阳性标本对
%

种药物的耐药率计算结果见表
$

)

B

!

讨
!!

论

本研究显示#

"'!'

例于汕头市皮肤性病防治院
O4̂

门诊

就诊者中#支原体总阳性为
$$+#,

$

!')

"

"'!'

%#与张云俊等'

"

(

&))'

年报导的
$!,

*张有忠'

&

(

&)")

年报导的
$",

基本相符#

低于陈伟红'

$

(于
&)")

年报导的结果#高于邓伟平等'

-

(

&))&

报

导的
&$+-,

#其间的差异是否提示支原体感染患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或与地区*试剂选择*调查对象选择间差异有关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中检出的
!')

例阳性标本中#

*!+-,

$

-&&

"

!')

%为单纯
d:

阳性#提示支原体所致泌尿生殖道感染

以单纯
d:

感染为主#若将
d:

和
D<

合并感染计入在内#则

d:

总体感染率'

$&+*,

$

!-"

"

"'!'

%(高于
D<

'

#+$,

$

"$#

"

"'!'

%($

#

&

k$))+#*

#

!

$

)+)!

%#女性感染率'

!-+*,

$

&!*

"

-*)

%(为男性感染率'

&!+!,

$

$)$

"

""#'

%(的
&+"!

倍$

#

&

k

"&*+'!

#

!

$

)+)!

%#与国内流行病学调查基本相符'

!2*

(

&年龄小

于
-)

岁者感染率'

$*+",

$

-")

"

"")!

%(高于
-)

岁及以上者

'

&*+&,

$

"!)

"

!!"

%($

#

&

k"'+)-

#

!

$

)+)!

%&

d:

和
D<

合并总

体感染率'

*+"%,

$

""%

"

"'!'

%(为单纯
D<

总体感染率'

"+

"!,

$

"%

"

"'!'

%(的
'+&'

倍)

d:

*

D<

计数结果显示#

d:

半定

量结果大于或等于
")

-

MMd

的比例为
%#+$,

$

!$&

"

!-"

%#

D<

半定量结果大于或等于
")

-

MMd

的比例为
#%+",

$

"&$

"

"$#

%#

总比例达
%'+!,

$

'!!

"

'*%

%#说明感染者危险性较高#提示应

重视支原体感染#并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及时进行针对性治疗)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

d:

及
D<

对四环素类抗菌剂#如强力

霉素*美满霉素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就大环内酯类抗菌剂#如克

拉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而言#

D<

对其耐药率达
"))+),

$

"%

"

"%

%#而
d:

对克拉霉素相对较为敏感#耐药率仅为
")+%,

$

-'

"

-&&

%#对阿奇霉素的耐药率为
$#+&,

$

"'"

"

-&&

%#对罗红

霉素的耐药率较高#与黄茂萍等'

#

(报道的结果略有差异#可能

与本研究检出的
D<

标本量较少有一定关系#但均说明
D<

对

大环内酯类抗菌剂有较高的耐药率)

d:

及
D<

对克拉霉素及

罗红霉素#特别是克拉霉素的敏感性有较大差异#可能与二者

感染人体后自身代谢不同#引起耐药谱不同'

%

(

&而对同是大环

内酯类的交沙霉素#二者都较为敏感#与黄茂萍等'

#

(

&)")

年*

陈振浩等'

")

(

&))'

年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对于喹诺酮类抗菌

剂氧氟沙星*左旋氧氟沙星*司帕沙星#

d:

*

D<

都具有较高的

耐药率$

-*+-,

!

#!+#,

%#可能与此类药物滥用现象严重有

关#也可能是病原体获得
;6;D

耐药基因所致'

""

(

&张冉等'

"&

(的

研究也证实氧氟沙星可诱导产生多重耐药性
D<

)本研究显

示#

d:

对美满霉素*强力霉素*克拉霉素的耐药率较低#

D<

对

强力霉素*交沙霉素*美满霉素的耐药率较低#

d:

和
D<

合并

感染标本对强力霉素*美满霉素较为敏感#提示对于单纯或合

并支原体感染#强力霉素和美满霉素可作为治疗首选药物)

支原体是引起
Q\d

的主要病原体之一#需对其所导致的

泌尿生殖道感染保持高度重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对

支原体阳性患者进行药物敏感试验并根据结果合理用药#避免

无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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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骨科患者伤口分泌物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

乔登嫣!梁
!

勤!程
!

?!强桂芳

"甘肃省中医院检验科!兰州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该院骨科送检伤口分泌物标本中病原菌种类的分布及其耐药性!为临床用药及控制医院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骨科送检的伤口分泌物标本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检出病原菌

-&-

株!革兰阳性菌
"')

株"

$*+*-,

#!革兰阴性菌
&'&

株"

'"+*%,

#!以大肠埃希菌"

NMW

#$金黄色葡萄球菌"

O3d

#为主%

*),

的

NMW

菌株产超广谱
(

2

内酰胺酶!并对多种抗菌剂高度耐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DSO3

#占
O3d

总数的
$)+!,

!未检出

耐万古霉素
O3d

%结论
!

NMW

和
O3d

是骨科外伤分泌物中最常见的病原菌&临床医生应根据患者病情及时进行病原菌培养及

药敏试验!以便及时正确使用抗菌剂%

关键词"分泌物&

!

病原&

!

抗药性

!"#

!

")+$%'%

"

.

+/001+"'*$2-"$)+&)""+"&+)'"

文献标识码"

L

文章编号"

"'*$2-"$)

"

&)""

#

"&2"$#$2)&

!!

由于骨质愈合期较长#因此针对骨伤患者正确合理运用抗

菌剂极为重要'

"

(

)笔者对分离自本院骨科送检的伤口分泌物

标本的病原菌的种类分布及耐药性进行了分析#以期为临床用

药及控制医院感染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

株病原菌分离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骨科送检的
'&'

例伤口分泌物标本)

@+A

!

方法
!

病原菌的分离培养参照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

$第
$

版%的要求进行)细菌鉴定采用手工法结合
3UK

条#

[2L

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药敏纸片均来自英国
Ẁ WK̂

公

司&药敏结果判断参照美国临床与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最新

标准)

@+B

!

质控菌株
!

质控菌株包括大肠埃希菌
34MM&!%&&

*铜绿

假单胞菌
34MM&*#!$

*金黄色葡萄球菌
34MM&!%&$

#全部购

自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A

!

结
!!

果

A+@

!

菌株分布
!

'&'

例标本中阳性标本
$!#

例#阳性率为

!*+"%,

&共分离获得
-&-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占

$*+*-,

$

"')

"

-&-

%#革兰阴性菌占
'"+*%,

$

&'&

"

-&-

%#真菌占

)+-*,

$

&

"

-&-

%)各类病原菌的分布见表
"

)

A+A

!

主要病原菌的耐药性
!

主要病原菌的耐药性见表
&

)其

中
$)

株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占
&-,

&

*&

株大肠埃希菌产超

广谱
(

2

内酰胺酶$

6V;61(6(0

A

6>;?:E

(

98>;8E8060

#

NOLG0

%#占

*),

&铜绿假单胞菌或鲍曼不动杆菌中有
*

株产金属
(

2

内酰胺

酶$

E6;89

(

298>;8E8060

#

DLG0

%#占
"&+$,

)

表
"

!!

各类病原菌的分布

病原菌 株数$

$

% 构成比$

,

%

革兰阳性菌

!

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其他葡萄球菌
"'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

表皮葡萄球菌
-- ")+$#

!

其他葡萄球菌
' "+-"

!

肠球菌
&! !+%)

!

其他革兰阳性菌
") &+$'

革兰阴性菌

!

大肠埃希菌
")$ &-+&%

!

肠杆菌属
-% ""+!'

!

枸橼酸杆菌
$- #+)&

!

不动杆菌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变形杆菌
"& &+#$

!

其他革兰阴性菌
* "+'!

真菌

!

白色假丝酵母菌
& )+-*

合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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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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