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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与尿细菌培养相关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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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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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与尿普通细菌培养及高渗尿培养的相关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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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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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试带法尿

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尿标本作普通细菌培养!无细菌生长者继续作高渗尿培养&结果
!

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尿标本普通

细菌培养阳性率
2)'13

!无细菌生长者作高渗尿培养阳性率为
22'%3

&结论
!

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常提示尿路感染!同时

作高渗尿培养可提高细菌检出率&

关键词"泌尿道感染$

!

亚硝酸盐类$

!

普通细菌培养$

!

高渗尿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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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常见感染性疾病!多数患者不伴有临床症状和

体征!实验室检查是其诊断的重要手段(现代尿常规自动化分

析仪中的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常作为尿路感染的过筛试验!具

有简便)快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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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与尿路大肠

埃希菌感染具有相关性!阳性结果常表示有该菌存在!但阳性

程度不与细菌数量呈正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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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尿细菌定量培养是尿路感

染确证试验!但影响因素较多且耗时长!难以普遍推广(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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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尿标本作细菌培养!探

讨其相关性!分析其用于快速)准确诊断尿路感染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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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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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来源
!

&++2

年
2

月至
&++,

年
2

月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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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试带

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尿标本(

C'D

!

设备与试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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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采用长春

迪瑞
:$2++

尿分析仪及配套
-$%%

试纸条("

&

$普通尿培养及

鉴定采用
;Y85h$)&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及配套鉴定卡"法

国生物梅里埃$!培养基由金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

$高

渗尿培养采用
.-"8

*

-Z5#8)0

全自动血培养仪及配套厌氧

培养瓶"法国生物梅里埃$(

C'E

!

方法
!

"

%

$以清洁中段晨尿标本进行试带法尿亚硝酸盐

定性试验!尿分析仪各项目室内质控均在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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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出尿亚

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尿标本时!立刻告知患者按无菌操作留取

中段尿作普通细菌培养(无细菌生长标本作高渗培养!在厌氧

培养瓶内注入
%+6Z

以无菌方式留取的中段尿!放入
.-"8

*

-Z5#8)0

全自动血培养仪内观察结果(以上步骤均严格按

照1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2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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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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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尿标本
4+(

例作普通细

菌培养!阴性"无细菌生长$

(*

例!阳性"有细菌生长$

)),

例!检

出率为
2)'13

#单纯细菌阳性"检出
%

种致病菌$

&22

例!混合

细菌阳性"检出
&

种及以上致病菌$

1%

例(单纯细菌阳性标本

不同细菌检出率见表
%

(混合细菌阳性标本中检出合并肠球

菌感染
&)

例"

41'%3

$!不合并肠球菌感染
&2

例"

14',3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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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细菌阳性标本不同细菌检出率

细菌名称
@

检出率"

3

$

大肠埃希菌
&+4 *+'2

变形杆菌
&( ,'+

葡萄球菌
&+ (',

念珠菌
%, ('*

假单胞菌
%+ )'1

肠球菌
& +'*

其他细菌
* )'4

合计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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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普通细菌培养阴性标本
(*

例!对其作高渗尿培养!阳

性
1,

例!检出率为
22'%3

#不同细菌检出率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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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渗尿培养不同细菌检出率

细菌名称
#

检出率"

3

$

大肠埃希菌
4) (4'&

变形杆菌
4 ('+

葡萄球菌
) 4'1

念珠菌
) 4'1

假单胞菌
& )'+

肠球菌
% %'4

其他细菌
) 4'1

无细菌生长
2 %%',

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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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22

例尿普通细菌培养单纯细菌阳性标

本中!不同细菌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

葡萄球菌等!检出率最高为大肠埃希菌"

*+'23

$(尿普通培养

无细菌生长标本"

(*

例$作高渗尿培养!阳性
1,

例!阳性率为

22'%3

!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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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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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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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报道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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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假阳性!此结果

可能与临床滥用抗菌剂有关(患者在用药前作尿普通细菌培

养!有症状但尿普通培养阴性患者应作高渗尿培养!从而可提

高疾病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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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例尿普通培养单纯细菌阳性标本中!检出肠球菌仅
&

例"

+'*3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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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混合细菌阳性标本中检出合并肠球菌
&)

例"

41'%3

$!提示尿路单一细菌感染时!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

性试验难以反映肠球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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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肠球菌有独特的抗菌剂

敏感性!在细菌培养结果报告前!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

可能有助于指导抗菌剂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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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是尿路细菌感染的筛查试验之一!阳

性结果主要取决于%尿液中的致病菌含有硝酸盐还原酶#人体

内存在适量的硝酸盐#尿液在膀胱有足够的滞留时间且无药物

等干扰因素影响(当尿液在膀胱内滞留超过
4G

时!定性试验

阳性比例升高(留置导尿管的患者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

验阳性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尿液在膀胱内滞留时间短(使

用利尿剂"尿中硝酸盐浓度降低$)抗菌剂"细菌被抑制$)尿比

质量增高)尿量过多)尿
7

:

值大于
(

)尿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

)

食物中缺乏硝酸盐等因素可降低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

的灵敏度!导致假阴性结果(留取标本的容器被污染)食物中

硝酸盐含量高)服用盐酸苯偶氮吡啶导致尿呈红色等因素则导

致假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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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标本以清洁中段晨尿为宜!

&G

之内送

检!可保证试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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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虽简便快速!但不能作为尿路

感染的确诊指标!尿细菌培养为诊断尿路感染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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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工作人员发现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阳性标本!以

及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阴性但有尿路感染指征的患者

应及时提醒临床医生及患者进行尿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试

验&

%&$%)

'

(试带法尿亚硝酸盐定性试验与尿细菌培养应紧密联

系!及时筛选!重视确证!对指导合理用药!预防)治疗尿路感

染!抑制细菌耐药传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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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阴性杆菌是导致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

%

'

!以呼吸系

统感染最为多见!占我国医院感染的第
%

位!在欧美发达国家

居第
&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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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气管切开术等侵袭性

诊疗手段应用日益广泛(若接受气管切开术的患者免疫功能

低下!极易造成条件致病菌感染&

1

'

(导致本院接受气管切开术

患者呼吸系统感染的细菌主要以非发酵菌和肠杆菌为主!与相

关文献报道结果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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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和阿米卡星是治

疗革兰阴性杆菌感染常用抗菌剂!但革兰阴性杆菌对上述抗菌

剂的耐药性不断升高!阴沟肠杆菌的多药耐药性十分严重&

%&

'

(

本研究显示!从痰标本中分离的革兰阴性杆菌对上述抗菌剂的

耐药程度较高(值得注意的是从不同标本分离的同一种细菌

对同一种抗菌剂的耐药性可能不同!按照药敏试验结果!合理

使用抗菌剂是治疗革兰阴性杆菌感染的重要策略!也是预防因

滥用抗菌剂诱导细菌耐药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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