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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简略快速法与自动生化鉴定法在大肠埃希菌鉴定中的能力差异&方法
!

使用快速简略鉴定法和自动生

化鉴定法对临床标本分离的疑似大肠埃希菌进行鉴定!比较两种方法结果的一致性及检测时间&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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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疑似大肠埃希菌

经快速鉴定法检出
(*?

株大肠埃希菌及
(**

株非大肠埃希菌$该
(*?

株大肠埃希菌中!有
()'

株被自动生化鉴定仪确认为大肠埃

希菌!而
(**

株非大肠埃希菌中!有
%

株被确认为大肠埃希菌&简略快速法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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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生化鉴定法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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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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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略快速法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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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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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使用简略快速法鉴定疑似大肠埃希菌可以获得接近于自动生化

鉴定法的结果!且更加节省时间&

关键词"大肠埃希菌$

!

生化鉴定$

!

快速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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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分离与鉴定是临床治疗感染性疾病的前提#准确(

快速地鉴定细菌是临床微生物学的基本要求'细菌的鉴定经

历了形态学方法(表型鉴定法及分子生物学方法几大阶段#鉴

定速度不断提高#分型更加细致#成本也更加高昂'当前国内

外细菌快速鉴定的方法主要为分子生物学方法#包括基于核酸

检测的
O;0

方法及基于菌体蛋白质分析的质谱法#然而这一

类方法大多需要昂贵的特种仪器及试剂#普通基层医院大部分

仍然在使用传统的自动或者半自动生化鉴定系统#甚至是手工

生化反应管鉴定'

目前常用的传统生化鉴定法属于表型鉴定法#主要根据微

生物生长过程中的一些较特异的酶类(糖类或氨基酸反应而设

计#根据其生化反应特性判断该菌最可能是哪种细菌#其主要

缺点为耗时较长'在传统生化反应基础上筛选出某种细菌特

有的生化反应或酶反应#制成快速显色试纸条#可以对该种细

菌进行快速鉴定到种#称为简略快速法#根据待检细菌不同#本

法可将细菌鉴定时间压缩至
',3

至
(G

#是传统生化鉴定法的

改良与提升'

大肠埃希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革兰阴性致病菌#且对临床

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不断升高)

'

*

#快速鉴定该菌对临床合理用

药至关重要'大肠埃希菌
Q1\

试验及
J]Z

试验均呈阳性#

通过两项试验可与其他相似细菌区别'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

试验#探讨简略快速法鉴定大肠埃希菌的能力与不足#为基层

医院应用该法鉴定大肠埃希菌提供参考依据'

A

!

材料与方法

A+A

!

菌株来源
!

试验菌株!收集本院
(,'5

年
5

月
'

日至
(,'5

年
'(

月
)'

日各临床标本中分离到的革兰阴性杆菌#使用血琼

脂平板及麦康凯平板接种并置于
)-Y

普通培养箱中培养
'?

"

(*G

#通过观察菌落大小(气味(颜色等特征并与标准菌株菌落

进行比较#筛选出疑似大肠埃希菌共
*<(

株作为试验菌株'标

准菌株采用大肠埃希菌$

2@;;(-<((

&'

A+B

!

仪器与试剂
!

大肠埃希菌自动生化鉴定采用梅里埃全自

动细菌鉴定系统
SQ@Û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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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套生化鉴定
Z1

卡$批

号
(*')?*'*,

#效期至
(,'%

年
5

月
(,

日&%简略快速法试纸条

采用重庆庞通公司提供的
Q1\

试纸条$批号
'5e,?,*

#效期至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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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小龙#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

临床微生物感染及耐药机制研究'



(,'%

年
5

月
?

日&及
J]Z

试纸条$批号
'5R'),*

#效期至
(,'%

年
',

月
')

日&'

A+C

!

方法

A+C+A

!

自动生化鉴定
!

按鉴定仪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使

用无菌棉拭子挑取待检菌落洗脱于无菌生理盐水中并调整浊

度至
,+-J9e

#与
Z1

卡一起置于样本架中上机鉴定#等待自

动读取结果'

A+C+B

!

简略生化鉴定
!

根据试剂使用说明书操作#使用
Q1\

缓冲液润湿
Q1\

试纸条末端#立即用接种环挑取适量菌苔涂

抹于试纸上#

',3

内观察结果#涂抹位置显明显蓝色为阳性#否

则为阴性#阴性结果判定为非大肠埃希菌%阳性菌株继续进行

J]Z

试验'使用
J]Z

缓冲液润湿
J]Z

试纸条末端#立即

用接种环挑取适量菌苔涂抹于试纸上#将试纸置于密闭容器内

于
)-Y

孵育#每半小时取出使用伍德灯$

/

a)5->.

&对试纸条

末端进行照射#显蓝白色荧光为阳性#鉴定为大肠埃希菌#

(G

内不产荧光为阴性#鉴定为非大肠埃希菌'

A+D

!

统计学处理
!

记录自动仪器与快速检测鉴定结果及检测

时间数据#采用
WOWW'%+,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检测结果采

用
4bB

表示#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简略快速鉴定结果与自动生化鉴定结果对比
!

使用快速

试纸条对疑似大肠埃希菌进行鉴定#结果为大肠埃希菌
(*?

株#非大肠埃希菌
(**

株%使用梅里埃全自动细菌鉴定仪进行

鉴定确认#结果快速试纸条检出的
(*?

株大肠埃希菌中#有

()'

株被确认#

'%

株分别被鉴定为肺炎克雷伯菌(产气肠杆菌

及阴沟肠杆菌等%

(**

株非大肠埃希菌经自动鉴定仪确认为大

肠埃希菌
%

株#肺炎克雷伯菌
'?*

株#产气肠杆菌
)*

株#阴沟

肠杆菌
'5

株#产酸克雷伯菌
(

株#黏质沙雷菌
'

株%使用简略

生化试纸条鉴定细菌的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P

$

()'

"

(*?

&和
<%+'P

$

()%

"

(**

&'见表
'

'

表
'

!!

简略快速鉴定结果与自动生化鉴定结果对比

快速鉴定结果 生化鉴定结果 数量$

%

& 构成比$

P

&

大肠埃希菌 大肠埃希菌
()' *%+,

肺炎克雷伯菌
'' (+(

阴沟肠杆菌
* ,+?

产气肠杆菌
( ,+*

非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
'?* )%+*

产气肠杆菌
)* )%+*

阴沟肠杆菌
'5 5+<

大肠埃希菌
% )+)

产酸克雷伯菌
( ,+*

黏质沙雷菌
' ,+(

B+B

!

简略快速鉴定与自动生化鉴定检测时间对比
!

使用快速

简略生化鉴定时#

Q1\

试纸显色时间约
',3

#而
J]Z

产生荧

光的时间为
,+-

"

(G

#

(*?

株/大肠埃希菌0鉴定用时平均

$

'+,?b,+*-

&

G

%使用梅里埃鉴定仪时#仪器自动读取结果#耗

时
(+-

"

%+,G

#

()?

株大肠埃希菌平均用时$

*+'(b'+,?

&

G

'

两种方法鉴定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V*,+(-(

#

!

%

,+,,'

&#使用快速简略鉴定法更省时'

C

!

讨
!!

论

大肠埃希菌在人类及其他动物肠道中正常定植#且广泛分

布于自然环境中#包括人类饮水及食物#是一种常见的革兰阴

性杆菌'某些血清型大肠埃希菌可引起人类腹泻#称为致泻性

大肠埃希菌#但多数血清型属于条件致病菌#主要引起人类败

血症(肺炎(腹膜炎(尿路及软组织感染等#是国内外临床标本

中分离率最高的细菌)

($)

*

'近年来#随着抗生素被广泛用于治

疗各类细菌引起的感染#作为人体正常菌群的大肠埃希菌在抗

生素作用下#其耐药性不断增强#甚至产生广谱耐药性#给临床

治疗带来困难'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抗生素的不合理应

用#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发展趋势比发达国家更让人担忧)

*$5

*

'

正是由于其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提高#经验性抗菌治疗正变

得越来越低效#控制大肠埃希菌或者其他致病菌的耐药性的重

要方法即是规范抗菌药物的使用#在治疗用药时需要尽可能地

/对菌用药0#使治疗更加科学精准#而快速(准确地鉴定大肠埃

希菌则是科学用药的前提'

目前#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大部分基层医疗机

构仍然使用全自动或半自动细菌鉴定系统#如梅里埃
SQ@Û (

;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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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T4!L2I4

K

及国产的迪尔
<5

系统#少数大型

医院配置有
O;0

检测仪或者质谱分析仪用于细菌鉴定#而使

用简略生化反应进行鉴定的报道尚且罕见'该方法的不足之

处在于仅采用了两种生化反应鉴定大肠埃希菌#其他肠杆菌科

细菌也可能因含有相关酶类而产生相同结果#或者由于大肠埃

希菌的自身变异使得反应不够灵敏#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出现

一定的错误率#所以需要对其鉴定的准确性进行研究和验证'

经过本研究比较#在大肠埃希菌常规鉴定能力方面#简略快速

法相较于梅里埃
SQ@Û (

鉴定仪的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

均大于
<,P

#其鉴定结果可信度较高#而且可以节约大量鉴定

时间#平均仅需耗费日常鉴定
(-P

的时间'

简略快速检测是由表型鉴定法中的生化反应分析法经过

简化演变而来#虽然其鉴定能力尚无法达到与全面生化反应相

同的水平#但由于其耗时短(速度快(判读直观#且在成本控制

方面优于分子生物学方法)

%$<

*

#可用于大肠埃希菌的快速筛查'

另外#虽然与传统方法相比#其存在一定的鉴定错误率#但从结

果来看#简略快速法鉴定错误大部分发生在肠杆菌科内#根据

;6WQ

规则并不影响其药敏结果判读#所以该法在大肠埃希菌

快速药敏试验及血培养二级报告精准化方面的作用不容小

视)

',

*

'

本研究认为#简略快速法相对于分子生物学方法具有成本

优势#与传统方法比较具有速度优势#基本可满足基层医院对

细菌快速鉴定的需求'相较于传统鉴定方法#简略快速法可能

为患者精准用药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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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低温度时#出现血型正反定型不符合

交叉配血不相符时#应考虑是否存在冷凝集素的影响#从而导

致结果出现偏差'因此#临床中进行配血时#应保证在
)%Y

环

境温度下进行#并注意将冷凝集素与血清中有可能存在的其他

不规则抗体相鉴别#可用盐水法配血联合聚凝胺法配血'此

外#在输血时#选择能与同种抗体相容的血液#在输注之前#于

)%Y

适当加热#以避免出现冷凝集反应#降低输血风险#提高

输血安全性'

当环境温度较低时#可引起血液中的冷凝集素短暂性升

高#从而影响
2H:

血型正反定型和电子交叉配血试验的结

果'因此#在血型鉴定及配血的过程中应注意保持适宜的环境

温度#避免冷凝集反应发生'如提升环境温度后#仍发生冷凝

集反应或者正反定型结果不相符#要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冷凝

集反应#同时在输血过程中#要对所输血液进行复温#输注速度

不应太快#以保证安全输血#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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