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脑梗死病变的加重!

8/

水平相继升高!两者呈正相关!与

孙蕾等&

)

'的报道相似(如溶栓治疗后凝血系统显著激活!超过

体内抗凝和内源性纤溶能力!易形成新的血栓(联合检测脑梗

死患者血浆
0$0

)

8/

水平!不仅能反映病情严重程度!还可通

过二者的密切变化指导临床治疗及判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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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动鞘氨醇单胞菌引起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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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动鞘氨醇单胞菌"

9

7

G>@

L

A6A@D?

7

DOK>6AE>F>?

$原名为少

动假单胞菌"

!?BOIA6A@D?

7

DOK>6AE>F>?

$!可引起手术后感染)

败血症)急性脑膜炎)慢性蜂窝组织炎等&

%$&

'

(该菌广泛存在于

自然界和医院环境中!已有分离于血液)脑脊液)尿液)分泌物

等标本的报道&

)$1

'

(

&+%+

年
4

月!笔者从
%

例关节炎患者的关

节腔积液中分离出
%

株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报道如下(

C

!

临床资料

男性患者!

)1

岁!工人(骑自行车摔伤右膝关节!摔伤部

位红肿!行走困难!于外院
<

线片检查无骨折!

a."2')W

%+

,

*

Z

!

P+'*2

!

Z+'&&

!临床诊断为关节软组织挫伤(使用头

孢唑啉治疗
%1I

!未见好转!红肿加重!转本院治疗(抽取关节

液进行细菌培养!分离出
%

株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根据药敏试

验结果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
1I

后再次进行细菌培养!

无细菌生长!患者病情好转!康复出院(

D

!

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D'C

!

细菌鉴定
!

以无菌方法用注射器抽取患者关节腔积液密

封后立即送检(将关节腔积液接种血平板)麦康凯平板!置

"_

&

培养箱
)1

"

)*[

孵育
42G

后!在血平板上可见圆形凸

起)光滑湿润)不溶血的黄色小菌落(革兰染色为阴性杆菌!菌

体较长!有的为长丝状!极少为分枝状(麦康凯平板上可见灰

尘样菌落(该分离菌株氧化酶阳性!能氧化利用葡萄糖)蔗糖)

乳糖)麦芽糖)木糖和甘露糖!水解七叶苷!枸橼酸盐试验阳性!

靛基质)硝酸盐还原)精氨酸双水解酶)尿素)明胶)甘露醇均为

阴性(

-!Y&+P5

鉴定编码为
+4())41

!鉴定符合率为
,,'23

!

最终鉴定为少动鞘氨醇单胞菌(

D'D

!

药敏试验
!

采用
h$.

纸片扩散法(该菌对亚胺培南)氯

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对阿米卡

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环丙沙星)氨曲南)阿洛西林)头孢哌

酮)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哌拉西林耐药(

E

!

讨
!!

论

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氧化酶阳性者居多"约
,+3

$!在室温

培养有动力!但
)1[

培养则无动力(在含有葡萄糖和其他碳

水化合物的培养基上生长良好(本例少动鞘胺醇菌为革兰阴

性杆菌!菌体较长!为氧化酶阳性的非发酵菌!产生黄色色素!

其特点及某些生化反应与产黄色素的黄杆菌属和某些假单胞

菌相似!应注意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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