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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输血是抢救患者生命的重要手段之一#凝聚胺法是利

用低离子溶液和凝聚胺减少红细胞表面的阳离子层及
c6;6

电

位#促进红细胞抗原和血清$血浆%中抗体结合发生非特异性凝

集#当加入重悬液后非特异性凝集立即散开#而由抗原抗体反

应引起的特异性凝集将依然存在#由此检出完全抗体或不完全

抗体(

#

)

'该法操作简便#且有很好的重复性#也不需复杂的仪

器设备#适合基层各级医院#已发展成为交叉配血的新方法'

虽然凝聚胺法在交叉配血试验中具有简便*快捷*灵敏度

高等优点#但也不能忽视其导致抗体漏检的可能性#需严格按

照规定时间判定结果#否则阳性结果会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而

减弱或消失(

'

)

'因此#当检测结果不一致时#需要采用多人多

法的方式加以解决#以免误诊#保障输血安全'

现在国内大部分医院均使用聚凝胺交叉配血法#而传统试管法

需要专用血清离心机'本研究表明#试管法灵敏度高于玻片

法#均可检出不完全抗体#操作简单#适合于无专用离心设备的

基层医院#但要避免不洁净的玻片对试验结果所产生的干扰#

以免对结果的判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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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阳性病原菌报警时间的临床意义

谢香梅#

!冯永旺'

!江新彪#

!张健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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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东丽区东丽中医医院检验科!天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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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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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培养阳性病原菌阳性报警时间"

44F

#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
G8C;

'

3"

96A;'%$

检测出的血培养阳性标本致病菌种类和阳性报警时间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结果
!

+%$R

例血培养标本中
G8C;

'

396A;'%$

报警
*&'

例!分离细菌
*R)

例!阳性率为
#'-*.

&肠杆菌%葡萄球菌属%非发酵菌属%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和真菌有着各自不同的阳

性报警时间段$

$

"

#'<

时间段内肠杆菌科大肠埃希菌为最主要的致病菌!占
R%-R.

&

#'

"

'%<

时间段内葡萄球菌属为最主要的

致病菌!占
%%-).

$结论
!

通过
G8C;

'

396A;'%$

的报警时间%革兰染色及镜下形态的观察!可初步判断病原菌的种类!第一时间指

导临床医生准确而合理地选择抗菌药物$

关键词"血培养&

!

阳性报警时间&

!

致病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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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G

文章编号"

#*()"%#)$

"

'$#+

#

#+"''R$"$)

!!

近年来#临床菌血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菌血症严重威胁

人类生命安全#及时确诊菌血症及确定病原菌的种类是挽救生

命的关键'血培养已经成为菌血症诊断和病情监测的重要手

段'目前国内大多采用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血液标本的培养

及检测'血培养仪的应用#提高了血培养中微生物的阳性检出

率#根据不同微生物特有的生长特点和血培养仪的报警原理#

可更早的推测微生物的种类#为医生第一时间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提供依据#从而挽救患者生命'为了解血培养阳性细菌的种

类及仪器报警时间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天津市东丽中医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血培养阳性标本的报阳时间和病

原菌种类进行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以便有利于临床对患者的诊

断*治疗*监测提供帮助'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

天津市东丽中医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血培养阳性的标本

A-B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
ZY4\V'"I5>

=

8C;

及相应配套的鉴定卡'全自动血培养仪法国梅里埃
G3I4

"

396A;'%$

以及各种配套的需氧血培养瓶和厌氧血培养瓶'

A-C

!

方法

A-C-A

!

血培养阳性病原菌判断标准
!

血培养阳性报警的患

者#检出的分离株#若诊断为菌血症则认为是病原菌#若未诊断

为菌血症则认为是污染菌(

#"'

)

'

A-C-B

!

血培养处理
!

无菌操作静脉采集成人
+

"

#$>S

血注

入血培养瓶中#立即送至细菌室按操作说明置于血培养仪进行

培养'仪器自动进行监测#检出阳性则报警并屏幕显示该标本

位置#同时记录该样本阳性报警时间'未报警样本检测
+@

无

报警则为阴性(

)"%

)

'对阳性标本#取出后立即用
#>S

无菌注

射器抽取瓶内培养液进行革兰染色同时转种于麦康凯培养基*

哥伦比亚血培养基和巧克力培养基#疑是念珠菌接种沙保罗培

养基#

)(f

孵育
#R

"

'%<

#有菌生长者待分离培养加以鉴定并

做药敏试验&革兰染色未发现细菌同时转种无细菌生长者为假

阳性(

+

)

'分离好的病原菌经微生物细菌鉴定仪
ZY4\V'"I5>"

=

8C;

鉴定到细菌种属'质控菌株!

34II'+&''

*

34II'(R+)

*

34II'+&')

'

A-E

!

统计学处理
!

用
UFUU#(-$

统计软件对肠杆菌科*葡萄

球菌属*非发酵属*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和真菌的报阳时间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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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齐性检验#方差相等#进行方差分析#平均报阳时间采用

计算#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病原菌分布
!

*R)

例血培养阳性标本中#肠杆菌科细菌

'RR

株#占
%'-'.

&葡萄球菌属
#R*

株#占
'(-'.

'平均阳性报

警时间最短的是肠杆菌科的大肠埃希菌$

#)<

%&其中最早报警

时间为
'<

&平均阳性报警时间最长的是假丝酵母菌属$

&%<

%'

见表
#

'

B-B

!

血培养阳性报警时间段菌种分布
!

*R)

例血培养阳性标

本在每个阳性报警时间段的主要菌种分布见表
'

$见,国际检

验医学杂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为减少统计误差#仅对主

要病原菌进行阳性报警时间段的分析比较#少数例数特别少的

病原菌如阳性杆菌*藤黄微球菌*伯克霍尔德菌等的阳性报警

时间没有进行分析'

$

"

#'<

内大肠埃希菌占
R%-R.

#显著高

于其他检出病原菌&

#'

"

%R<

内葡萄球菌属占
*(-R.

#显著高

于其他检出病原菌'

B-C

!

主要病原菌报阳时间
!

肠杆菌科*葡萄球菌属*非发酵菌

属*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和真菌等主要病原菌的报阳时间见

表
)

'

表
#

!!

*R)

例病原菌分布百分比

病原菌
%

百分比$

.

% 平均报阳时间$

<

%

肠杆菌科
'RR %'-' #*

大肠埃希菌
#R& '(-( #)

肺炎克雷伯菌
R' #'-$ #%

其他肠杆菌科细菌
#( '-+ +)

葡萄球菌属
#R*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R

阳性杆菌
#* '-) +)

肠球菌属
%$ +-& %)

链球菌属
'R %-# )R

不动杆菌属
+# (-+ '(

假单胞菌属
'R %-# ))

假丝酵母菌属
'& %-' &%

布氏杆菌
# $-$# #*R

其他病原菌
#* '-+ 'R

表
)

!!

主要病原菌的报阳时间

菌属
$

"

#'< #'

"

'%< '%

"

%R< %R

"

('< ('

"

&*<

%

&*<

阳性报警平均时间$

<

%

"

肠杆菌科
#)$ %* #R ) ( _ #*-*Ri#+-)( _

非发酵菌属
#* )( )* #* _ _ '+-*&i#+-(&

$

$-$+

葡萄球菌属
$ #%+ )R ) _ _ ''-&(i(-)&

$

$-$+

肠球菌属
$ #$ )& ' _ _ )*-R%i#'-('

$

$-$#

链球菌属
$ # '$ ( _ _ )R-'#i#+-*$

$

$-$#

真菌
$ $ + $ * '' &(-)%i)#-+(

$

$-$#

!!

_

!无数据'

C

!

讨
!!

论

全自动血培养仪
#@

阳性率为
**-%.

#

'@

阳性率为

RR-&.

#

)@

阳性率为
&+-#.

#

%@

阳性率为
&*-&.

#

+@

阳性率

为
#$$.

#与国内外的报道基本一致(

*"(

)

'不同类型的微生物

有其不同的生长代谢方式#微生物在培养基中代谢基质或分解

糖类时产生
IN

'

#产生
IN

'

越多#培养瓶底部传感器颜色由深

变浅#发光二极管反射的光越强#计算机接受此信息后以加速

度*起始值和速率
)

种方式将产生的
IN

'

量值与培养瓶中初

始的
IN

'

水平比较'最终判断是否为阳性#及时发出阳性警

报#并显示当时的生长曲线'根据这些原理#结合微生物相对

特有的生长特点及对碳水化合物的分解能力#可初步推断微生

物的类型(

R"&

)

'

肠杆菌科细菌大多对营养条件要求不高'生长速度较快#

从而产生的
IN

'

的量就较大#所以报警时间较早'本论文中

'RR

例肠杆菌中最早报警阳性的大肠埃希菌报警时间仅为
'

<

'而且
'RR

例中大肠埃希菌为
#R&

例#占肠杆菌科的
*+-*.

#

其中
$

"

#'<

报警阳性的占
%%-%.

#

#'

"

'%<

报警阳性的占

#*-$.

'葡萄球菌属为需氧或兼性厌氧菌#虽然葡萄球菌对营

养要求不高#在肉汤中生长迅速#但对碳水化合物的发酵反应

不规则#分解葡萄糖后产酸(

#$

)

'所以
IN

'

的产生量和增加速

度都不如肠杆菌科细菌'所以在阳性报警时间上肠杆菌要快

于葡萄球菌属'非发酵菌一般为专性需氧菌#培养瓶由于加入

了血液等耗氧物质#影响了非发酵菌的生长环境#导致生长较

为缓慢#其对数生长期较短#较快转入稳定期'非发酵菌不发

酵糖类#虽能氧化分解葡萄糖#但产酸不产气#所以
IN

'

的产

生量和增加的速度不会有明显变化#迟缓期和稳定期曲线因此

较平坦'因此其培养需要时间较长(

##"#'

)

'链球菌属多数为兼

性厌氧#少数为专性厌氧#营养要求高#普通培养基不易生长#

对糖分解能力不定'这些因素使链球菌在培养基中生长速度

变慢#

IN

'

产生量少#所以链球菌的阳性报警时间较长'肠球

菌为需氧及兼性厌氧菌#对营养要求*分解糖类情况*生长速度

快慢与链球菌相似#其肠球菌属阳性报警时间与链球菌相似'

酵母样真菌整条生长曲线较为圆滑#生长期曲线呈一定角度缓

和向上#培养仪出现阳性报警时间较长(

#)

)

'其中
#

例是布氏

杆菌#报警时间为
(@

#时间较长'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有类似的

既往史应该延长培养时间'密切关注血培养报警情况'

统计数据时发现有
&

例假阳性标本#出现假阳性有以下几

种可能!$

#

%血培养瓶存放#温度超过
'Rf

'$

'

%血培养仪外界

温度过高'$

)

%电压不稳'$

%

%苛养菌$如嗜血菌%普通血平板

无法生长#造成.假阳性/#故阳性瓶接种后不宜立刻丢弃#放回

培养箱中#如普通平板无细菌生长#宜再接种巧克力平板'$

+

%

厌氧菌的存在亦可出现'$

*

%

S

型细菌在普通血平板亦无法生

长'$

(

%血液病患者血细胞数量超常#血细胞本身的新陈代谢

也会产生大量的
IN

'

#如采血量过多也可能产生假阳性'$

R

%

有些炎性疾病白细胞增高#也会出现假阳性(

#%

)

'

综上所述#血培养阳性报警时间在病原菌的初步判断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结合部分体外生化试验#可以对某些病原菌进

行直接判断(

#+

)

'但是微生物在整体培养过程中影响因素较

多#比如使用抗菌药物时机#取材时间#取材部位以及取血量都

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做血培养过程中实验室人员要积极与临

床医生沟通#才能更好地及时地给临床医生一个最可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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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入微信群或是
<<

群#就可以开启论坛模式$教师和学生可以

就+临床免疫学检验,授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课程中出现的疑难

问题和热点问题%学生的学习体会发表见解#实现师生之间的

平等交流$作为在线的教师#必须积极引导学生讨论学习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并保持讨论内容的积极健康$总之#课题组的

目的就是通过网络教学来达到形成性评价的真正内涵'反馈
:

鼓励
:

指导$

"$#

!

开展+临床免疫学检验,网络教学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方案

!

+临床免疫学检验,网络教学的形成性评价#要紧密结合学生

的自主学习进行#并须制定一套可操作性强的综合实施方

案(

":##

)

#其具体步骤如下$!

#

"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

角色要由主导变成指导$因此#课题组在开学前就要对授课教

师进行形成性评价的培训#并共同建立+临床免疫学检验,网络

教学的形成性评价体系#包括课堂评价%实验评价%自我评价%

教师学生互评等$课题组须成立教学督导委员会#并让教学督

导委员会在形成性评价实施的过程中对各个授课教师进行不

定期的检查督促$!

!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利用社交网络进行形

成性评价#课题组应在开学初对学生进行+临床免疫学检验,网

络教学的形成性评价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如何阅读教师发布的

教学内容#如何完成离线作业#如何进行网上讨论#如何完成自

我评价及互相评价$不仅如此#要告知学生进行网络教学形成

性评价的目的和意义#使其积极配合#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真

实可靠$!

0

"开学初#课题组须向学生提供+临床免疫学检验,

课程的理论及实验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进度表%授课教师名单

及简介%教学视频列表%网络学习资源%各授课教师在线时间

段%形成性考核成绩的实施细则和考核办法%网络平台链接及

<<

群号#辅导学生自行制定-自主学习计划.$!

5

"学生可根

据课程的教学进度安排#在授课教师的指导下制定-自主学习

计划.$根据提供的多种教学媒体!网上资源"#学生可以结合

自身的情况选择好除主教材之外的学习媒体#积极参加小组的

学习讨论#按时按量地完成平时作业!离线作业%实验报告%中

期总结"$!

*

"授课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过程!包括理论课%

实验课%网络小组学习讨论"#认真做好形成性评价考核中-学

习态度.部分的评分$!

/

"要求授课教师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

布置和批改作业#且要就学生的作业情况进行诚恳的评价$并

将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进行认真登记#在终结性考试前评定出

学生平时作业的得分$授课教师还要根据形成性评价实施细

则的权重#综合各部分成绩#公正客观地完成形成性评价$经

审查后#教师要将学生形成性评价及终结性考试的结果结合形

成最终成绩报送教学科$

期望通过此次教学改革建立起+临床免疫学检验,课程的

形成性评价体系#并让这种形式成为学生学好+临床免疫学检

验,课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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