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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显色培养基在细菌快速初步鉴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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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评价定位显色培养基在细菌快速初步鉴定中的作用$方法
!

将
CC%C

株临床菌株和
%K>

株室间质评菌株点种

于定位显色培养基上!观察显色特点!总结细菌显色规律$结果
!

不同种属的细菌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具有一定的显色规律$结论

!

定位显色培养基对细菌的快速初步推测和鉴定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具有成本低廉&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等优势!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定位显色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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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显色培养基$即科玛嘉尿道定位显色培养基%是一种

通用型营养性商品化培养基#尿液标本中常见细菌能在其表面

生长良好并显示出特定的菌落颜色#因此被用于尿道标本病原

菌的初步鉴定&其检测原理是培养基中含有的人工合成底物

$由产色基团和微生物可代谢物质组成%在细菌产生的特异性

酶$如
*

1

半乳糖苷酶等%作用下#游离出产色基团显示特定颜

色#直接观察菌落或菌苔颜色即可对菌种做出快速初步鉴

定'

%1>

(

+在临床工作中发现#该培养基除可用于尿液标本中主

要病原菌的初步鉴定外#在其他类型标本常见分离菌的快速初

步鉴定和药敏试验的选择上也能发挥很好的指导作用+为评

价定位显色培养基用于细菌快速初步鉴定的应用价值#笔者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和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菌株来源
!

CC%C

株临床菌株在该两家医院
'&&B

年
%

月

至
'&&A

年
%'

月分离自临床血液,尿液,粪便,痰液等不同类型

标本&

%K>

株同期卫生部及省临检中心室间质评菌株+

A@B

!

主要试剂
!

定位显色培养基干粉购自郑州博赛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麦康凯琼脂$

5-069IV;

Q

-

S

-:

#

5=6

%干粉购自杭州

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均按试剂说明书配制平板+血琼脂

培养基$

/.99R-

S

-:0M.NM:;1F;R7MF

#

,=6

%平板购自广州迪景

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郑州博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A@C

!

细菌鉴定
!

用法国生物梅里埃的
=4#

鉴定软件及相关

试条鉴定#补充试验采用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的生化

微量管+

A@D

!

质量控制
!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66'>A'C

,粪肠球菌

=$66'A'%'

,大肠埃希菌
=$66'>A''

,铜绿假单胞菌
=$66

'JB>C

进行质控+

A@I

!

方法
!

将
CC%C

株临床菌株点和
%K>

株室间质评菌株种

于定位显色培养基上#

C>Z

培养
'O

后开始观察菌落,菌苔显

色变化&同时进行
=4#

生化鉴定+为直观表述定位显色培养

基上细菌的显色特点#选择其中的代表性菌株$以质评菌为

主%#按一定顺序$字母或阿拉伯数字%接种于定位显色培养基

上#

C>Z

培养
'O

后观察菌落,菌苔显色特点&根据不同细菌的

显色特点#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等资料'

(1A

(

#辅以生化

试验将常见细菌$代表性菌株%鉴定到种&比较定位显色鉴定结

果与
=4#

鉴定结果#评价定位显色培养基的快速初步鉴定和

指导作用+

B

!

结
!!

果

B@A

!

细菌定位显色
!

细菌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培养
'KO

的显

色特点见插页
$

图
%

%

C

+

=4#

及定位显色鉴定结果比较见表
%

+

表
%

!!

=4#

及定位显色培养基鉴定结果及显色特点

细菌
质评菌株

=4#

$

'

% 定位显色培养基'

'

$

D

%(

-

临床菌株

=4#

$

'

% 定位显色培养基'

'

$

D

%(

-

显色特点

大肠埃希菌
B B

$

%&&D

%

%&B( %&(A

$

ABD

% 粉红色

克雷伯菌属
> >

$

%&&D

%

'K( 'KK

$

AAD

% 蓝色#较深#菌落大#有黏性

肠杆菌属
> >

$

%&&D

%

'>A '>&

$

AJD

% 蓝色#较深#无黏性

枸橼酸杆菌属
C C

$

%&&D

%

J% (B

$

A(D

% 蓝色#较深#无黏性/

沙雷菌属
K K

$

%&&D

%

(A (J

$

AJD

% 蓝色#稍浅#无黏性0

变形杆菌属
( (

$

%&&D

%

CJ C>

$

A>D

% 褐色晕轮背景R

-

&(J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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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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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4#

及定位显色培养基鉴定结果及显色特点

细菌
质评菌株

=4#

$

'

% 定位显色培养基'

'

$

D

%(

-

临床菌株

=4#

$

'

% 定位显色培养基'

'

$

D

%(

-

显色特点

摩根菌属
& &

$

%&&D

%

%& %&

$

%&&D

% 褐色晕轮背景#半透明菌落

普罗威登菌属
% %

$

%&&D

%

( >

$

BCD

% 褐色晕轮背景#半透明菌落;

沙门菌属
B B

$

%&&D

%

'> 'K

$

A(D

% 无色#透明

志贺菌属
%% J

$

(KD

%

B (

$

J>D

% 无色#透明P

嗜水气单胞菌
K K

$

%&&D

%

%C %&

$

JJD

% 蓝色#边缘显色较浅

副溶血弧菌
C C

$

%&&D

%

B >

$

('D

% 浅绿色#少量接种不易生长

不动杆菌属
( (

$

%&&D

%

'CJ 'CJ

$

%&&D

% 奶油色#不透明凸起菌落

铜绿假单胞菌
%' %'

$

%&&D

%

CCA CC&

$

AJD

% 淡绿色半透明#边缘扩散生长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 (

$

%&&D

%

%B %B

$

%&&D

% 无色透明#边缘不扩散

嗜麦芽假单胞菌
C C

$

%&&D

%

'> 'K

$

A(D

% 同上#延长培养呈翠绿色

棒状杆菌属
K K

$

%&&D

%

%> %&

$

(JD

% 蓝色S

红斑丹毒丝菌
C C

$

%&&D

%

& &

$

%&&D

% 紫色#微弱生长

李斯特菌属
C C

$

%&&D

%

& &

$

%&&D

% 蓝色#较深

奴卡菌属
C C

$

%&&D

%

' '

$

%&&D

% 淡蓝色#生长缓慢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D

%

'B( 'J&

$

AKD

% 淡黄色至金黄色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

%&&D

%

%K( %C&

$

BAD

% 白色O

链球菌属
%& B

$

B&D

%

K( C&

$

(>D

% 浅蓝色#生长较弱7

肠球菌属
%& %&

$

%&&D

%

C(% CK>

$

A>D

% 蓝色#产色快,深

合计
%K> %CA

$

A>D

%

CC%C C%BA

$

A(D

% "

!!

-

!百分率表示定位显色培养基鉴定结果与
=4#

鉴定结果的符合率&

/

!部分杨氏枸橼酸杆菌呈粉红色&

0

!有颜色的粘质沙雷菌呈特殊颜色&

R

!褐

色背景上#部分普通变形杆菌菌落呈蓝色#其他变形杆菌为半透明菌落&

;

!雷氏普罗威登菌在褐色背景上呈蓝色菌落&

P

!宋内志贺菌呈粉红色&

S

!部

分棒状杆菌呈白色&

O

!腐生葡萄球菌和模仿葡萄球菌呈浅粉红色#木糖葡萄球菌呈粉红色#松鼠葡萄球菌呈蓝绿色&

7

!马链球菌,停乳链球菌及甲型

链球菌呈粉红色&"!无对应结果+

表
'

!!

定位显色和补充生化试验鉴定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结果*

(1A

+

细菌 菌落特点
5Y$ 214 #3< =<+ *<6 Y<6 [Y!

预期细菌 其他特性

革兰氏阴性发酵杆菌 粉红色 " "

f

" " " " 大肠埃希菌 "

" "

g

" " " " 杨氏枸橼酸杆菌 "

蓝色$金属蓝%

g

g

"

"

f

g

"

"

"

"

"

"

"

"

产酸克雷伯菌

肺炎克雷伯菌

克雷伯菌属菌落

大,有黏性

f g

" " "

f

" 差异枸橼酸杆菌 "

f g

" " "

g

" 弗氏枸橼酸杆菌 "

f f

"

g g g f

聚团肠杆菌 "

f f

"

g f f f

产气肠杆菌 "

f f

"

g f f g

格高菲肠杆菌 "

f f

"

f g f f

阴沟肠杆菌 "

f

f

f

f

"

"

f

f

g

g

f

f

g

g

阪崎肠杆菌

生癌肠杆菌

5=6

平板上阪崎肠杆菌

显紫色#生癌肠杆菌无色

蓝色$水晶蓝%

f f

"

g f f f

粘质沙雷菌
5=6

平板上菌落无色

褐色晕轮背景 "

"

"

"

"

"

g

f

g

"

"

"

"

"

"

f

g

g

"

"

"

奇异变形杆菌

普通变形杆菌

彭氏变形杆菌

,=6

平板上迁延生长#显色

定位培养基上普通变形杆菌

显蓝色#奇异和彭氏肠杆菌无色

"

"

"

"

f

f

"

"

"

"

f

g

"

"

摩根摩根氏菌

普罗威登菌属
,=6

平板上无迁延生长

无色透明
f

g

"

"

"

"

"

"

"

"

"

"

"

"

沙门氏菌

志贺菌属

血清学试验

血清学试验

革兰氏阴性非发酵菌 奶油色不透明凸起边

缘扩散淡绿色半透明

g

"

"

"

"

"

"

"

"

"

"

"

"

"

鲍曼"醋酸不动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

鲍曼不动杆菌
K'Z

生长

特殊气味

!!

5Y$

!动力试验&

214

!

29

S

;H14:9HV-M;:

试验&

#3<

!吲哚试验&

=<+

!精氨酸双水解酶试验&

*<6

!赖氨酸脱羧酶试验&

Y<6

!鸟氨酸脱羧酶试

验&

[Y!

!山梨醇发酵试验&"!无需额外补充试验+

B@B

!

定位显色和补充生化试验鉴定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结果
!

见表
'

+

C

!

讨
!!

论

能在传统培养基上生长的细菌#大部分也能在定位显色培

养基上生长+革兰阴性菌生长良好#且显色速度快&革兰阳性

菌生长弱于阴性菌#但大部分显色也较快#其产生的色素易渗

入培养基&弧菌属由于对盐的特别需求而在此培养基上几乎不

生长#或需大量接种才能生长并显色+上述现象可能与细菌所

需营养和生长速度不同有关+

大肠埃希菌,宋内志贺菌和部分枸橼酸杆菌能够产生
*

1

半

乳糖苷酶#所以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显粉红色+

ABD

的大肠埃

希菌显粉红色#

'D

不显色#提示定位显色培养基鉴定此菌特异

-

%(J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C'

卷第
J

期
!

#IN\*-/5;R

!

5-

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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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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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高#与有些研究报道基本一致'

%1>

(

&通过补充靛基质试验#

能够快速鉴别呈粉红色的大肠埃希菌与其他细菌+在定位显

色培养基上克雷伯菌属,肠杆菌属,枸橼酸杆菌属$

)1_16

群%

均呈金属蓝色#部分菌落带有粉红色外晕#沙雷菌属则呈水晶

蓝色$产色株除外%#虽难以通过定位显色培养基鉴别上述细

菌#但可根据他们在其他培养基上的生长特点和补充生化试验

进行鉴别$如克雷伯菌属动力试验阴性,在
,=6

上菌落较大且

有黏性&枸橼酸杆菌属
214

试验阴性%

'

(1%'

(

+变形杆菌属,摩根

菌属和普罗威登菌属$

41514

群%可产色氨酸脱氨酶#在定位显

色培养基上呈褐色晕轮背景$褐色渗入培养基中#菌落本身可

不显色%#补充
#3<

和
Y<6

试验可鉴定至种+沙门菌属和志

贺菌属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呈无色透明菌落$宋内志贺菌除

外%#可用于快速鉴别粪便标本中的沙门,志贺菌+由于不发酵

乳糖革兰阴性菌很多#其在
5=6

"

[[

培养基上为无色菌落#在

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则部分菌种显色#若粪便标本中的不发酵乳

糖且氧化酶$

Ŷ

%阴性革兰阴性杆菌接种于定位显色培养基上

呈无色透明菌落时#可通过补充
5Y$

,

#3<

和血清学试验实

现快速鉴定+宋内志贺菌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呈粉红色#因此

将粪便标本接种于
5=6

"

[[

培养基上培养
%B

%

'KO

后挑取

无色菌落点种于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培养并呈粉红色时#补充

Ŷ

,

#3<

和血清学试验可实现快速鉴定+大部分革兰阴性非

发酵糖菌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不显色#呈透明菌落#而不动杆

菌属呈奶油色,铜绿假单胞菌呈淡绿色且菌落边缘呈扩散生

长,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菌落周围呈翠绿色#上述特性对快速初

步鉴定细菌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肠球菌属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呈深蓝色#通过补充胆汁七

叶苷$

,_=

%,

(@>D3-6.

,

[Y!

,阿拉伯糖$

=!=

%,

5Y$

及

K>Z

生长试验可进一步鉴别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和鹑鸡肠球

菌'

C1B

(

+链球菌属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多数呈浅蓝色#少数呈

粉红色#也有不能生长的菌种#不确定因素导致其不能得到快

速,准确的鉴定#需要根据
,=6

平板上菌落溶血特点有针对性

地通过兰氏分群或用
=4#

进行鉴定+多数葡萄球菌属细菌在

定位显色培养基上无特异性显色#金黄色葡萄球菌呈浅黄至金

黄色&多数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呈白色#少数呈特殊颜色#如腐

生葡萄球菌和模仿葡萄球菌呈浅粉红色,木糖葡萄球菌呈粉红

色,松鼠葡萄球菌呈蓝绿色+若显色培养基上出现上述特殊显

色菌落#提示标本中可能有少见的葡萄球菌#这对后续菌种鉴

定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多数棒状杆菌呈蓝色$少数呈白

色%,奴卡菌生长缓慢且呈淡蓝色,李斯特菌属呈较深蓝色,红

斑丹毒丝菌呈粉红色#由于上述菌种检测数量较少#仍不能确

定其显色规律#但其显色特点能为进一步细菌鉴定提供重要信

息+

细菌点种于定位显色培养基后#多数细菌培养数小时后即

显色#结合菌落形态,革兰染色$

a

染色%,触酶$

+

'

Y

'

%,

Ŷ

,克

氏双糖$

)#=

%及
Y

"

"

等试验即能初步判定细菌的大致菌属#

对细菌药敏试验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这对鉴定分离

自无菌区标本的细菌尤其重要#比如从血或脑脊液标本中分离

出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呈粉红色或蓝色的革兰阴性杆菌#应选

择肠杆菌科药敏试验&

+

'

Y

'

阴性的革兰阳性球菌在定位显色

培养基上快速$

'O

后%呈蓝色者应考虑肠球菌属药敏试验+

利用细菌在定位显色培养基上呈不同颜色的特点#可快速

鉴别分离自临床标本的细菌是单一菌或混合菌'

C

#

%%

(

#也可发现

少见菌#有助于无菌区标本的微生物检测#也有助于选择初级

药敏试验+

本研究结果表明#定位显色培养基除可应用于尿标本来源

菌株的快速初步鉴定外#也可用于其他类型标本来源菌株的鉴

定#证实此培养基在各种类型标本来源病原菌的快速初步推

测,鉴定和选择药敏试验都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且有助于降

低检测成本,提高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工作效率+但定位显色培

养基检测有可能出现漏检#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生化反应鉴

定#因此必要的
a

染色,

+

'

Y

'

,

Ŷ

,

)#=

,

5Y$

及
Y

"

"

试验依

然不宜忽略#部分特殊菌株的鉴定仍依赖于
=4#

等方法+本

研究获得的相关结果数据仅是冰山一角#对于同种属细菌显色

特点的重复性还有待通过进一步研究以得到确认+

"致谢/ 感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胡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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