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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深部溃疡患者厌氧菌分离鉴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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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糖尿病足深部溃疡感染患者厌氧菌的感染情况!同时进行临床价值分析&方法
!

对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

!

"$!F

年收治的
K%

例糖尿病足深部溃疡感染患者的标本进行细菌涂片%普通及厌氧培养鉴定&结果
!

细菌涂片
K!

例阳

性!普通培养
(%

例阳性!厌氧培养阳性
!%

例&结论
!

糖尿病足深部溃疡感染患者存在厌氧菌感染!做普通细菌培养时应同时做

厌氧菌的培养&采样不当!送检不及时!培养前使用抗菌药物!厌氧条件控制不好等易影响厌氧培养的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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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由于合并神经病变及各种不同程

度末梢血管病变而导致下肢感染#溃疡形成和&或'深部组织的

破坏*

!

+

"严重威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如何有效控制感染#

尽快愈合溃疡面是治疗糖尿病足的关键"故病原菌的分离培养

及药敏试验就显得尤为重要$临床上常常只做普通细菌培养"

而三级及以上糖尿病足患者的标本常有腐败及恶臭味"但培养

结果是阴性"笔者常怀疑有厌氧菌的存在"对近
&

年本院糖尿

病足感染病例同时进行了厌氧菌的培养"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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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F

年
!

月在本院住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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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糖尿病足患者"均符合
!''%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

&

/T/

'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糖尿病足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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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分

级*

"

+分为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K

例和
F

级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
Z6PRe-&"

全

自动微生物分析仪"厌氧菌培养袋$培养基为营养肉汤#血平

板#

Ja8*L

厌氧肉汤#厌氧琼脂血平板&新鲜配制'$法国生物

梅里埃公司
/06"$/

厌氧菌鉴定系统$

$#&

!

方法
!

对糖尿病足浅表创面先用无菌盐水冲洗"再用无

菌棉拭子擦拭取样"此种标本只做普通培养$深部的脓腔用无

菌针筒取样"尽量不要吸入空气"立刻送检"按要求将该标本接

种于厌氧肉汤或厌氧血琼脂平板上"另外接种一份普通营养肉

汤或血平板上"分别放于厌氧袋或普通培养箱中$菌株鉴定!

常规细菌培养阳性者立即进行革兰染色"同时采用
Z6PRe-&"

全自动细菌分析系统进行菌种鉴定$厌氧菌!经
&Fh

厌氧培

养
"L

后"若有细菌生长"挑取平板内一种或多种形态的菌落

分别做染色镜检#耐氧试验和纯种分离$纯种分离培养
"L

后"取耐氧试验不生长的专性厌氧菌"应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

司生产的
/06"$/

鉴定系统做出厌氧菌菌种的鉴定$

%

!

结
!!

果

K%

例糖尿病足溃疡标本中"细菌涂片阳性
K!

例$普通培

养分离出病原菌
(%

株"阳性率为
%%#$_

"其中革兰阳性菌
.!

株&

F'#"_

'#革兰阴性菌
"!

株&

&"#._

'#真菌
F

株&

K#._

'"革

兰阳性菌以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及链球

菌属为多"革兰阴性菌以变形菌属#大肠埃希菌#假单胞菌属为

多$厌氧菌培养共分离出
!%

株厌氧菌"阳性率为
"$_

"经鉴

定归
.

属"记
(

个种$其中拟杆菌属中的脆弱类杆菌
%

株#产

黑色素拟杆菌
.

株#真杆菌属的迟缓真杆菌
&

株#韦荣球菌属

的细小韦荣球菌
"

株$梭状芽孢菌属的产气荚膜梭菌
!

株$

K%

例患者中"单一菌感染
&"

例&

.F#$%_

'"其中单一厌氧菌感

染
(

例)混合菌感染&同时检出
"

种及以上细菌'

"'

例

&

.$#KF_

'"同时分离出需氧菌和厌氧菌
!!

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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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大于或等于
&

级糖尿病足患者
".

例&

K"#%(_

'$病原菌

检出情况见表
!

$

表
!

!!

糖尿病足感染菌的分布

病原菌 株数&

&

' 构成比&

_

'

球菌类
.! .K#K

表皮葡萄球菌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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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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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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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糖尿病足感染菌的分布

病原菌 株数&

&

' 构成比&

_

'

粪肠球菌
K '#F

链球菌
% K#&

微球菌属
! !#"

杆菌类
"! "F#$

变形杆菌
K '#F

大肠埃希菌
( %#!

假单胞菌属
F (#$

肺炎克雷伯菌
" "#.

真菌类
F (#$

白色假丝酵母菌
F (#$

厌氧菌
!% "$#"

脆弱类杆菌
% K#&

产黑色素拟杆菌
. .#K

迟缓真杆菌
& &#(

细小韦荣球菌
" "#.

产气荚膜梭菌
! !#"

合计
K. !$$#$

&

!

讨
!!

论

糖尿病患者由于代谢紊乱而处于免疫妥协状态"易感染不

易控制$本研究发现糖尿病足混合感染较为常见"尤其是

13

A

,54

分级大于或等于
&

级糖尿病足者&

K&#&_

'"这可能与

糖尿病足部感染的特征有关"血糖升高"溃疡处组织形成有利

于细菌生长的环境"同时高血糖使免疫细胞功能下降"致使患

者在一般情况下更易发生感染"而感染有时患者免疫力进一步

下降"进而出现混合感染和条件致病菌感染*

&

+

"而在糖尿病足

溃疡创口较深和坏疽时组织容易缺血缺氧"有利于厌氧菌的

生长$

根据本医院送检的糖尿病足溃疡标本细菌培养结果可以

看出"尽管尿病足感染的病原菌中以需氧菌为主"与有关报告

一致*

.-F

+

"但是厌氧菌的感染已达到
!%

例"占 病 原 菌 的

"$#"&_

"并且单纯的厌氧菌感染也有
(

例$如果临床上只将

标本进行普通细菌培养"而忽略了厌氧培养"就有可能有大约

"$_

的病例被误诊或漏诊"患者将无法得到最有效的治疗"以

致延误病情$如果厌氧培养能和普通培养同时进行"就可以为

临床提供更有力的依据"减少临床用药的盲目性$厌氧菌培养

未被列入细菌常规检验的原因"除了国内医学界对厌氧菌感染

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未充分了解及重视外*

(

+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厌氧菌培养操作麻烦"培养周期长"影响因素多"对采样标本

要求严"培养环境特殊"这些都会影响厌氧菌培养的常规开展$

本研究中有部分患者标本细菌涂片阳性"未培养出任何细菌"

包括厌氧菌"原因第一可能是患者在做细菌培养前已经使用了

大量抗菌药物)第二可能是采集和运送标本过程中未注意隔绝

空气"而导致厌氧菌迅速地死亡$因此"能不能正确地采集并

运送标本也严重影响着厌氧菌培养的阳性率$不过"也有厌氧

培养是阳性"而耐氧试验显示又不是厌氧菌$所以"在厌氧菌

的培养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对可疑标本进行多

次培养"提高阳性率和正确率$由于厌氧菌培养鉴定周期长"

影响临床医生的诊断与用药"为缩短报告时间"及时给临床提

供依据"本实验室建议实行分阶段报告制度"第一阶段可以先

根据耐氧试验结果#革兰染色#菌落特征等做出有厌氧菌生长

等待鉴定的初步报告供临床参考)第二阶段再根据操作规程做

出最后鉴定"并及时报告培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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