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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从脑脊液中检出泡囊短波单胞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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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囊短波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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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泡

囊假单胞菌#通常存在于土壤,河流等自然界中#极少引起人类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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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中检出该菌的文献报道很少#现报道如下+

A

!

临床资料

患者#男#

'&

岁#

'&%&

年
K

月
%B

日因脑部外伤昏迷入院#

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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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右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脑裂伤#中位移位明

显+行.右侧额颞顶部去瓣减压
f

血肿消除术/#术后转入
#6E

科#于
K

月
%A

日又行.右枕顶部去骨瓣减压
f

血肿消除术/+

查体!患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血压,脉博,呼吸情况尚好#体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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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Z

之间变动+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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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
BJD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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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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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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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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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K

月
'A

日行脑脊液培

养#检出泡囊短波单胞菌#用敏感药物头孢他啶治疗#

JR

后复

查脑脊液培养结果呈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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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培养及鉴定

抽取脑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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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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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瓶中做增菌

培养#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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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仪内
C>@>Z

自动监测#

J'O

阳性报警后转种血平板#

C>Z

培养
'KO

后生长缓慢#

KBO

后

长出微黄湿润光滑菌落#无溶血+涂片革兰染色为革兰阴性杆

菌#长短不一+该菌氧化酶#触酶试验呈阳性#利用法国生物梅

里埃
#<C'a3

鉴定试纸条及配套自动鉴定系统对该菌进行

鉴定#最终鉴定结果为泡囊短波单胞菌#鉴定符合率为
AAD

#

用
)1,

纸片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

51+

琼脂购自杭州天和微

生物试剂有限公司#应用英国
Ŷ Y#<

药敏纸片+结果显示该

菌对阿米卡星,头孢唑林,头孢他啶,头孢曲松,亚安培南,舒普

深,环丙沙星敏感#对氨苄西林,庆大霉素,氨曲南,哌拉西林耐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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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囊短波单胞菌属于条件致病菌#临床上引起致病较少

见#可引起免疫力低下人群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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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是一脑外伤患者#一

直处于昏迷状态#经
'

次开颅手术#并行气管切开#抵抗力降

低#在该患者的痰培养和血液培养中也分别检出了大肠埃希菌

和鲁氏不动杆菌#均是条件致病菌+多部位感染不同的条件致

病菌#表明该患者免疫力严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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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师应引起足够

重视#及时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以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

同时加强
#6E

病房的院感控制#以减少院内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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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自然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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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

育龄女性连续
C

次或
C

次以上都是妊娠在
'B

周以前,胎儿体

重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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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胚胎自动停止发育而流产+其发病机制复

杂#涉及常见的遗传,免疫,感染,生殖系统和内分泌异常等多

种因素+其中
C&D

%

J&D

与免疫因素有关#国内外临床文献

有相关报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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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查明的免疫因素中#主要包括封闭抗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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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子宫内膜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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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现进行两种抗体测定并

作统计分析#探讨其在
!=[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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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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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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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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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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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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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茂名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的

!=[

患者+患者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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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C'@>iC@&

%岁+所

有对象排除染色体异常,生殖道畸形,内分泌异常,感染等明确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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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因#同时排除了男方的精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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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

组
%&'

例#是同期在该院围产门诊进行产检$孕
C'

周以前%或

产科住院待产的正常妊娠女性#其中中孕者
%>

例,晚孕者
(%

例,足月待分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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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有对象均无不孕症,人工流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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