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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他莫拉菌的快速筛检及耐药性分析

伊茂礼!吴金英!李少君!杨少虹!林绍霞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检验科!山东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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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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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介绍一种快速筛检卡他莫拉菌"

U)

#的方法并对其分离菌进行耐药性分析$方法
!

利用
U)

可以产生脂酶的

特性!用干化学分析仪检测对照菌株和可疑菌株的酯酶活性并用
V:C@L()?3

4

BGC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来验证其特异性!利用

!#[@S

4

E@66

和
#

/

内酰胺酶纸片对确证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及产
#

/

内酰胺酶检测$结果
!

U)

均具有较高的脂酶活性!测定结果结

合
U)

基本微生物学特点可以使
U)

得到快速的筛检$对所有
U)

分离株进行药敏试验显示!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等加酶抑制剂

的青霉素类药物可以作为临床首选经验用药$结论
!

U)

脂酶测定结果和微生物常规鉴定方法结合可使
U)

的筛检可靠&便捷&

快速和经济!值得有条件的临床实验室借鉴应用$

关键词"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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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化学法

!"#

!

7&8'.$.

"

9

8:66;87$<'/=7'&8(&7787$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7'&

"

(&77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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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为革兰阴性双球

菌#原属奈瑟菌属#后改称卡他布兰汉菌'长期以来#

U)

被认

为是人类上呼吸道的正常寄居菌种#直到
(&

世纪
>&

年代初才

明确有致病性的
U)

是引起儿童上颌窦炎*中耳炎*肺炎的原

因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

7/(

)

#并且

在儿科患者中分离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

'由于该菌与口咽

部正常定植的非致病性奈瑟菌属革兰染色形态相同#菌落相

似#在一些微生物实验室的呼吸道标本细菌培养中常被作为正

常菌群而漏检'微生物脂肪酶指由微生物产生的一类水解油

脂的酶类#其水解底物一般是天然油脂#其水解部位是油脂中

脂肪酸和甘油相连接的酯链#脂肪酶的检测即在胆汁盐的作用

下#利用辅脂肪酶促进脂肪酶吸附于底物颗粒#随后脂肪酶催

化不溶于水的三酰甘油酯水解(

=

)

'本文利用
U)

能产生乙酰

酯酶的特点#用干化学法检测临床标本细菌培养中出现的可疑

菌的脂肪酶活性#结合
U)

基本的微生物学特点#使
U)

的筛

选既快速*便利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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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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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B8B8B

!

菌株来源
!

(&&.

年
7

月至
(&77

年
7&

月本院门诊及住

院患者标本中分离到的疑似
U)7.

株#其中标本类别为耳道

分泌物
%

株#血液
7

株#痰液
7&

株#咽拭子
'

株'

B8B8C

!

对照试验菌株
!

来自临床标本中检出的
%

株非致病奈

瑟菌属细菌'

%

株奈瑟菌属细菌均来自痰标本#氧化酶均阳

性#菌落淡黄色#形态皱缩干燥型
(

株#光滑圆润型
'

株'

B8B8D

!

质控菌株
!

U)!#))(%('>

'

B8C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V:CE?6*+-!

干片$美国强生公司%#

奈瑟菌属及苛养菌
We(7'=$

鉴定卡$法国生物梅里埃%#奈瑟

菌属及苛养菌药敏板条$法国生物梅里埃%#

V+#(%&

干化学分

析仪$美国强生公司%#

V:C@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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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法国生物梅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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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浊仪$法国生物梅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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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纸片$英国
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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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D

!

方法

B8D8B

!

细菌分离培养
!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版进

行标本处理及细菌分离培养'

B8D8C

!

U)

常规快速筛选
!

含羊血哥伦比亚琼脂或巧克力琼

脂培养基上出现的可疑菌落即表现为菌落表面干燥*光滑*不

透明#呈白色或灰白色#用接种环推动菌落不黏环#整个菌落易

从培养基刮下#在生理盐水中可呈细纱状散开的菌落作为怀疑

对象进行操作'

B8D8D

!

菌液配制
!

用无菌生理盐水将标准菌株配制不同麦氏

单位菌液以确定检出限和线性范围&可疑菌株和对照菌株各配

制
'8&

麦氏单位和
78&

麦氏单位的菌液#

'8&

麦氏单位菌液用

V:C@L()?3

4

BGC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鉴定到种#

78&

麦氏单位

的菌液用
V+#(%&

干化学分析仪检测脂肪酶活性'

B8D8E

!

检出限
!

用无菌生理盐水将质控菌株
!#))(%('>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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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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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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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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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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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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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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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倍比稀释浓度#当菌液浓度为
&8&%

麦氏单位时显示测

定结果为
7&

#和本检测方法的最低检出限相当#即将
&8&%

麦

氏单位设为最低检出限'

B8D8F

!

线性范围的确立
!

将质控菌株
!#))(%('>

分别配制

&87

*

&8(

*

&8=

*

&8%

*

78&

*

78%

*

(8&

*

'8&

*

=8&

*

%8&

#

7&

个不同麦氏

单位#测定线性范围#结果表明#在
&8(

!

'8&

麦氏单位范围内

浓度和峰面积呈线性相关#相关系数
9

( 为
&8..%.

'本实验将

78&

作为工作浓度'

B8D8M

!

#

/

内酰胺酶检测
!

确证菌株用
#

/

内酰胺酶纸片检测产

#

/

内酰胺酶情况#用
We

药敏板条测定其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C

!

结
!!

果

C8B

!

将所有对照菌株均配制
78&

麦氏单位的菌液上机检测#

对
7.

株可疑菌落#即表面干燥*光滑*不透明*呈白色或灰白色

菌落#用接种环推动菌落不黏环#整个菌落易从培养基刮下#在

生理盐水中可呈细纱状散开#配制
78&

麦氏单位菌液上机检

测#结果见表
7

'

表
7

!!

对照菌株和可疑菌株的酯酶活性结果

种类
%

鉴定结果
酯酶活性范围

78&

麦氏单位$

+O

"

*

%

平均值

$

+O

"

*

%

非致病奈瑟菌
%

奈瑟菌属某种
(

7&

(

7&

可疑菌株
.

确证为
U)7$

株
'.

!

7&( %>8>

解乳糖奈瑟菌
'

株
(

7&

(

7&

C8C

!

7$

株确证菌株药敏情况#见表
(

'

表
(

!!

7$

株
U)

的药物敏感情况#

P

%

抗菌剂
b + "

氨苄西林
><8% & 7(8%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 & 7&&

头孢噻吩
%& $ ==

头孢克洛
7' < >&

头孢呋辛
$ 7. <%

头孢噻肟
& & 7&&

四环素
7. & >7

复方新诺明
%& $ ==

利福平
& < .'

氯霉素
& & 7&&

氧氟沙星
7' & ><

D

!

讨
!!

论

U)

与许多严重的感染性疾病有关#如急性中耳炎*心内

膜炎*脑膜炎*婴儿和儿童眼结膜炎*角膜炎*肺炎和败血症'

资料显示#其已成为下呼吸道感染中除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

杆菌以外的最常见病原菌(

7

#

%/$

)

'有实验室对其采用
'(

乙酰吲

哚纸片筛选#然后再运用全套的生化反应板条鉴定出来(

<

)

#但

由于效益问题难以购买纸片#而生化反应板条成本又昂贵#用

于筛选鉴定不太现实'在科室具有干化学分析仪的试验条件

下尝试利用于
U)

可以产生酯酶的特点#在常规筛检方法的前

提下结合酯酶测定结果测定快速筛检
U)

#试验预期非常

理想'

本试验方法在菌液为
&8&%

麦氏单位时即可检测到#可见

方法灵敏度高#且线性范围宽#所有对照菌株及
7

株可疑的解

乳糖奈瑟菌脂肪酶活性均小于
7&+O

"

*

#而
78&

麦氏单位单位

菌液的脂肪酶检测结果的可疑菌株均远离检测限#均为
U)

'

说明本方法在结合最基本的微生物检验操作#如氧化酶试验*

革兰染色镜检*菌落形态观察即可鉴别#对鉴定
U)

特异性可

高达
7&&8&P

'该方法准确且操作方便*用时极短*成本低廉#

在有条件实验室是值得推广的快速筛选鉴定
U)

的方法'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
U)

的抗菌剂敏感性测定尚无统一

方法及标准'本文采用生物梅里埃公司的流感嗜血及奈瑟菌

属药敏板条对其耐药性进行检测#分离株除对头孢噻吩*氨苄

西林及复方新诺明有较高耐药率外#对第二代头孢菌素*氧氟

沙星*利福平*四环素敏感率较高#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氯霉

素*第三代头孢菌素敏感率均为
7&&8&P

'

U)

产
#

/

内酰胺酶

菌株迅速增加是
(&

年来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最近文献报道#

在欧美国家#产
#

/

内酰胺酶的
U)

分离株已高达
.&8&P

以

上(

>

)

'其中氨苄西林耐药率高于罗蓉等(

.

)报道的
%78&P

'与

段长恩和秦卫珍(

7&

)报道的一致'部分学者认为#

U)

的产酶

现象是其耐受
#

/

内酰胺酶类抗菌剂的主要机制#也可能与酶的

种类和数量有关#故本地区临床经验用药可首选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等加酶抑制剂的青霉素类药物'总之#

U)

作为一种条

件致病菌#其耐药性尤其是青霉素类抗菌剂的耐药性日趋严

重#应引起重视#并加强对该菌的耐药性监测'

本实验室在运用
U)

可产生酯酶的特性#用干化学分析仪

测定可疑菌的酯酶活性#结合
U)

基本的微生物特点使
U)

的

筛选快速*便利且经济#可以快速为临床确定感染菌及有助于

临床医生及时制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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