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创伤性诊疗等均可导致该菌的感染#近年来该菌分离率呈

上升趋势!在非发酵菌分离率中仅次于铜绿假单胞菌和不动杆

菌!已成为医院内感染重要的致病菌之一.

&

/

#嗜麦芽窄食单胞

菌主要侵犯呼吸道"泌尿道!可引起菌血症"创口感染"心内膜

炎等多种感染性疾病#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外膜通透性低!抗菌药物难以通过外膜

进入细菌细胞内!故对多种抗菌药物出现天然耐药-该菌还可

产生
)

种
"

2

内酰胺酶!即头孢菌素酶与金属
"

2

内酰胺酶!头孢

菌素酶能水解青霉素类与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金属
"

2

内酰胺

酶可以水解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且不被克拉维酸抑制!这更

增加了其耐药性.

3

/

#本研究结果显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具有

多药耐药性!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表
(

显示!某些抗菌药物表现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完全耐药!如

44#

"

[49

"

4\;

"

$[\

!可能与其产生的金属酶有关#有些药

物的耐药率表现为不断增加!如
$%5

"

$[C

"

49^

等#对抗菌

药物耐药率明显升高不仅与该菌耐药机制有关!也与本地区抗

菌药物使用不当关系密切#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多有多种病

原菌感染!以致大量接受相关抗菌药物的治疗!且感染嗜麦芽

窄食单胞菌的患者不同程度具有免疫功能低下!均可造成耐药

性大幅度提高#

本研究显示!本院重症监护病房该菌近
3

年分离量呈上升

趋势!

)"("

年分离量是
)""1

年的
3

倍-主要以痰和支气管分

泌物标本比例最高!其次为尿液"血液#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

都有危重疾病!身体抵抗力极度低下!广谱抗菌药物使用较普

遍-诸多治疗手段!如机械通气"静脉营养"血液净化等有创监

测对抢救患者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使危重病患者发生院内感

染明显增多.

*

/

#因此不仅要控制和减少由侵入性操作造成的

感染!做好医疗器械的消毒工作!实验室也应做到早期诊断!以

便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表
(

显示!本院重症监护病房嗜麦

芽窄食单胞菌体外药敏试验最敏感的药物为
;#d

!其次为

DG[

"

#$[

"

d[D

"

;$$5

#建议临床上对上述药物合理联合应

用!以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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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区治疗前血源性感染疾病患者血清学指标检测结果分析

杨桂英#陈利琼#程
!

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3"""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该院治疗前血源性感染疾病患者血清学指标检测结果'方法
!

对
&*''

例于该院接受输手术或输血治

疗的患者及分娩的孕妇#在术前$输血前$分娩前进行
%

L

9

性甲型肝炎病毒抗体!

F4G4I2%

L

9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F<2

/4

L

"$

%

L

:

型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F$G4I2%

L

:

"$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
F%G(R)

型抗体"及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52

54

"检测'结果
!

&*''

例研究对象中#

F</4

L

$

F$G4I2%

L

:

$

;554

$抗
F%G(R)

型抗体及
F4G4I2%

L

9

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W

$

"+(3W

$

"+1'W

$

"+!3W

和
"+""W

'结论
!

在手术前$输血前$分娩前检测感染性指标#了解患者及孕妇患病情况#有利于

感染性疾病患者的及时治疗#也有利于避免医源性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感染*

!

治疗*

!

血清

!"#

*

("+&,!,

+

-

+.//0+(!1&2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23(&"

!

)"((

"

(&2(*("2")

!!

输血是临床急救"治疗的主要措施之一#但因经血传播导

致乙型肝炎"艾滋病"丙型肝炎"梅毒等疾病时有报道!因输血

感染引起的纠纷也日益增多.

(

/

#为确定患者罹患上述感染性

疾病是因输血或医源性感染!还是在接受治疗或入院前就已感

染!需要在患者接受手术或输血治疗前进行甲型肝炎抗体

(

%

L

9

)"乙肝六项"丙型肝炎抗体(

%

L

:

)"梅毒特异性抗体"艾滋

病抗体(

(R)

型)

("

项检测!避免和预防患者院内感染和医护

人员的职业感染!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接受手术"

输血治疗的患者及分娩的孕妇合计
&*''

例!均于术前"输血

前"分娩前抽取静脉血
&PD

!分离血清#

$+%

!

仪器与试剂
!

瑞士
F=P.@?M0

公司
[49C)3

+

)"

型全自

动酶免仪#珠海丽珠试剂公司
%

L

9

型甲型肝炎病毒抗体(

=02

?.2NA

Q

=?.?./4S.BK/=0?.IMJ

O

%

L

9

!

F4G4I2%

L

9

)"乙型肝炎病

毒表面抗原(

NA

Q

=?.?./<S.BK//KBU=>A=0?.

L

A0

!

F</4

L

)"

%

L

:

型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0?.2NA

Q

=?.?./$S.BK/=0?.IMJ

O

%

L

:

!

F$G2

4I2%

L

:

)及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NKP=0.PPK0MJAU.>.A0>

O

S.2

BK/

)抗体(抗
F%G(R)

型抗体)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试剂-日

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BA

Q

M0AP=

Q

=@@.JKP

Q

=%?.>@A=//=

O

!

;554

)检测试剂#

$+&

!

方法
!

对所有标本进行
F</4

L

"抗
F%G(R)

型抗体"

F4G4I2%

L

9

"

F$G4I2%

L

:

"

;554

检测#抗
F%G(R)

型抗体

阳性标本送克拉玛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实验室进行确

认试验检测#以上检测严格按照试剂及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

以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内质控物作室内质控#

%

!

结
!!

果

&*''

例术前"输血前"分娩前血清标本
F</4

L

"抗
F%G(

R)

型抗体"

F4G4I2%

L

9

"

F$G4I2%

L

:

"

;554

检测结果见表

(

#检出抗
F%G(R)

型抗体阳性标本
)3

例!经克拉玛依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F%G

确认实验室检测!

)&

例确认为阳性!

(

例

为阴性!阳性率为
"+!3W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HD=I9AJ

!

4K

L

K/?)"((

!

GM@+&)

!

7M+(&



表
(

!!

&*''

例术前)输血)分娩前血清标本检测结果

检测指标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W

)

F</4

L

&&1 ,+&,

F$G4I2%

L

: * "+(3

;554 )' "+1'

抗
F%G(R)

型抗体
)3 "+!3

F4G4I2%

L

9 " "+""

&

!

讨
!!

论

本研究显示!所有被检标本中!

F<G/4

L

阳性率为
,+&,W

(

&&1

+

&*''

)!与
F<G

感染流行病学调查阳性率
("W

接近.

)

/

#

F<G

有多种传播方式!包括血液传染"性接触以及母婴传播

等#约
&"W

!

*"W F<G

携带者来源于因宫内感染导致的母

婴传播!与母亲在分娩过程中通过子宫将
F<G

传染给胎儿!

或因与母亲密切接触导致新生儿感染有关.

&

/

#通过
F<G

疫

苗联合
F<G

免疫球蛋白注射阻断
F<G

传播!可降低
F<G

感

染率!其阻断率可达
'"W

!

,*W

.

3

/

#

中国
F$G

感染率为
&+)W

!导致
F$G

感染的危险因素

以医源性传播最为明显.

*

/

#丙型肝炎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与

预防接种措施!除控制输血"针刺等传播途径外!还应及早了解

孕妇
F$G

感染状况!及时实施母婴隔离!切断母婴传播!降低

F$G

感染率#本研究显示
F$G4I2%

L

:

阳性存在散发情况!

在对
F$G4I2%

L

:

阳性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时!医务工作者应加

强自我保护!避免职业感染#

F4G4I2%

L

9

阳性说明机体已感染
F4G

!是早期诊断甲

型肝炎的特异性指标.

!

/

#本研究未检出
F4G4I2%

L

9

阳性

标本#

近年来!孕期梅毒感染者的数量呈上升趋势!早期梅毒通

过抗病毒药物的应用可以治愈!先天性梅毒多发生在妊娠
3

个

月后!可导致流产"早产或死胎!加强孕妇梅毒血清学检查有利

于及时诊断与治疗!有效降低新生儿梅毒感染率.

1

/

#

中国
F%G

感染者的数量处于快速增长期!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为
F%G

感染高发地区#本次研究检出的
F%G

感染者中!

维吾尔族
)(

例!汉族
)

例!其中孕妇
(

例(经确诊后接受了引

产术)!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F%G

感染人群以维吾尔族为

主!与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F%G

感染高危人群分布特点一

致.

'2("

/

#

综上所述!在手术前"输血前"分娩前检测感染性指标!可

了解患者及孕妇患病情况#通过对病历资料进行存档!可在发

生医疗纠纷时提供临床资料和科学依据!并且可对阳性患者进

行相关的治疗!也有利于临床医生和护士在进行手术"治疗及

其他侵入性检查过程中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职业感染及

相关医源性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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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假丝酵母菌伪足现象的鉴定

朱精华#王
!

沛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33'"""

"

!!

摘
!

要#目的
!

伪足法用于白假丝酵母菌与非白假丝酵母菌鉴别的临床评价'方法
!

将标本接种于巧克力平板#

*W$d

)

$

&1`

培养
3'N

#观察菌落周围是否出现伪足#并以标准方法确认'结果
!

('(

株白假丝酵母菌中#

(!,

株出现伪足现象*

**

株热带

假丝酵母菌中
3

株出现伪足现象*

'

株克柔假丝酵母菌中#

)

株出现伪足现象'以%伪足现象&鉴定白假丝酵母菌的灵敏度为

,&+3W

!

,*W6Q

(

''+'W

!

,!+)W

"#特异度为
,*+)W

!

,*W6Q

(

',+,W

!

,1+'W

"'结论
!

伪足法鉴定白假丝酵母菌具有简单$经

济$快速的特点#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适宜推广应用'

关键词#糖霉菌*

!

伪足*

!

快速鉴定

!"#

*

("+&,!,

+

-

+.//0+(!1&23(&"+)"((+(&+"*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23(&"

!

)"((

"

(&2(*((2")

!!

白假丝酵母菌(

$=0J.J==@I.>=0/

!

$4

)是引起院内感染的

重要病原菌之一!所致感染病死率较高#假丝酵母菌对抗真菌

药物的敏感性与真菌种类密切相关#因此!快速鉴定
$4

对降

低患者死亡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

/

#用于鉴定

$4

的传统方法耗时长(一般需要
*J

)!常导致延误最佳治疗

时机#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可快速鉴定
$4

!但成本昂贵!

需特殊设备!不利于常规检测和推广应用.

)23

/

#目前!有研究者

利用伪足现象鉴定
$4

!收到了较好效果.

*2!

/

#为验证该方法

的实用性和准确性!笔者在临床工作中进行了相关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株经

G.?AZ)E#;

系统(生物梅里埃!法国)确认的假丝酵母菌标本!

其中
('(

株
$4

!

()*

株其他假丝酵母菌#

$+%

!

仪器与试剂
!

G.?AZ)E#;

分析系统"巧克力平板(生物

梅里埃!法国)#

("

株试验用标准菌株包括*

$4

标准菌株

4;$$,"")'

"

4;$$33'"'

"

4;$$33'"1

"

4;$$&'!,!

"

4;$$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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