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开发*利用现有的设备资源#尽量开展有价值的检验项目#

为医院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整个

医院较好地发挥了临床实验室的功能和作用'

V

!

体会

V8B

!

科室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具有事业心#能够以

科室发展为己任#乐于管理*敢于管理*善于管理#还要有一定

的人文知识和人格魅力#要用制度管人#以行动带人#要求员工

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

V8C

!

科室管理应对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坚持

,写我要做的*做我所写的*记我所做的*查我做过的*纠我做错

的-#才能防我再犯同样的错误#才能持续改进工作'

V8D

!

任何制度的建立#关键在落实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才能持续改进#逐步完善#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V8E

!

职工的思想认识和良好的工作作风的养成非常重要#让

员工意识到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日常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为

了应对检查#日常工作与接受检查时一个样'通过反复的学

习*提高#很多工作才会由,要我做-变成,我要做-'

V8F

!

作为医技科室#检验科工作人员要主动走出实验室与临

床沟通交流#持续改进工作方式#才能更好地为患者和临床服

务#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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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细菌分布及肠球菌的耐药性分析

韦柳华!周定球!周淑群

"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检验科!广西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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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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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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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66;87$<'/=7'&8(&7787$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7'&

"

(&77

#

7$/7.&</&7

!!

尿路感染是临床常见疾病#通过对本院尿路感染患者尿液

中细菌分布及主要病原菌耐药特点进行调查分析#以期为临床

合理使用抗菌剂提供依据'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收集
(&7&

年
7

!

7(

月本院住院患者尿液中

分离所得的病原菌'

B8C

!

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
!

采用
U:GE?6GB;!5C?6GB;/=

微生

物分析仪对细菌作鉴定和药敏试验'药敏试验判断标准和结

果解释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

%标准(

7

)

#并

定期用标准菌株做药敏质量控制'

B8D

!

数据处理
!

文中数据均由
he0W,#%8=

软件分析处理

所得#采用
"-""7&8&

软件包进行
*

( 检验'

C

!

结
!!

果

C8B

!

病原菌分布
!

7=.>

例尿液标本中#阳性标本
=%&

例#阳

性率
'&8&P

'共分离出病原菌
=%'

株#其中有
==<

例尿液标

本分离出单一细菌#有
'

例分离出两种细菌'病原菌中革兰阴

性杆菌占
$.8&P

#革兰阳性球菌占
((8(P

#念珠菌占
>8>P

'

前
%

位病原菌依次是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念珠菌*肺炎克雷伯

菌*铜绿假单胞菌#分别为
7>(

株*

<>

株*

=&

株*

(.

株*

(%

株#检

出率为
=&8(P

*

7<8(P

*

>8>P

*

$8=P

*

%8%P

'肠球菌位居病

原菌第
(

位#革兰阳性球菌首位'其中屎肠球菌
==

株*粪肠球

菌
'7

株*棉子糖肠球菌
(

株*铅黄肠球菌
7

株'

C8C

!

药敏结果
!

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对常用抗菌剂的耐药率#

见表
7

'棉子糖肠球菌*铅黄肠球菌例数太少#不列入药敏结

果统计'

表
7

!!

肠球菌对常用抗菌剂的耐药率#

P

%

抗菌剂 屎肠球菌$

%X==

% 粪肠球菌$

%X'7

%

氨苄西林
<<8' '8(

红霉素
>=87 >&8$

环丙沙星
.%8% =78.

奎奴普汀"达福普汀
7%8. 7&&8&

利福平
$>8( '(8'

利奈唑胺
&8& &8&

氯霉素
$8> %=8>

青霉素
>78> '8(

四环素
<<8' .&8'

万古霉素
&8& &8&

左氧氟沙星
>=87 =78.

高浓度庆大霉素
%.87 %>87

D

!

讨
!!

论

尿路感染是临床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本次调查显示

大肠埃希菌*肠球菌是引起尿路感染的主要$下转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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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尿#记录时间为起点#将其后
(=D

的尿液全部收集于一较大

容器中#准确记录尿液量#混匀后取
%

!

7&3*

送检'当温室

大于
((g

时#收集尿液的容器还应加入二甲苯防腐#将
7&&

3*

尿液加入
(3*

即可'

F

!

现状与对策

临床医生和护士有义务*有必要了解*分析前患者的基本

状态*用药情况以及饮食情况#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争取在多方

面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介绍标本采集的重要意义及如何获得

合格标本#了解各种影响因素可能引起的分析误差'目前#全

国二级以上的医院#基本上参加了省*市临检中心举办的室间

质控活动#成绩都在逐年提高&两个水平的室内质控#每天坚持

按要求去做#把此项工作作为衡量当日检验报告能否发出的依

据'可以说#分析中的检验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基本可以

满足临床的需求'但是#从临床反馈的信息中#对部分检验结

果仍有怀疑'引起误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分析前#

参与人员杂*环节多*情况变化大*差错缺陷的隐蔽性强*不可

控因素多*责任难分清是其几大特点#也是检验科质量监控的

难点所在'现将其原因作以下分析'

F8B

!

认识不足
!

许多人认为#质量的好坏#两次间结果相差大

或者与临床不符#都是检验科的事#与己无关'全员*全程*全

面的质量控制是质量保证的重要体系#上至领导#下至普通员

工#从行政后勤等职能科室到临床科室#从医技到护理#无不息

息相关'所以#质量问题人人有责#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

需要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检验科要积极主动地编写患

者准备*影响因素*标本采集*运送*接收*退回等相关制度的

"0-

文件#详细介绍质量控制的相关知识#为领导制定管理措

施提供决策依据&其次#主管领导要在不同的场合#宣传*强调

质量观念#结合本院实际#建立相关制度'医务科*质控科*检

验科*护理部要积极配合#互相支持#把部门工作同全院工作紧

密联系起来'

F8C

!

管理不到位
!

护理部与检验科室是两个相对独立*行政

关系平行的科室#检验科需要护理部的配合*支持#然而有时很

难得到理解与帮助#推诿*护短*讲条件*说困难成为彼此沟通

的障碍'而在医院的管理体系中#没有相互间的监督制约机

制#许多好的措施*先进的管理方法就得不到认真贯彻落实'

因此#医院应建立检验与临床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及检查

落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迅速予以纠正'

F8D

!

责任落实力度不够
!

样本接受*退回制度没有得到认真

地执行'分析前阶段的质量控制工作还没有纳入医院质量管

理系统'因此#相关职能部门应把质量控制的各个阶段纳入

医*护质量管理中'检验科应建立标本接受区域#专人负责登

记*验收#严格执行不合格标本退回制度'每月召开一次全院

质控小组会议*公布上个月各科标本送检合格率和不合格率&

把质量控制内容纳入,三基-考核&要建立个人档案#引入奖罚

机制#作为年度评优*争先*晋级的参照依据'

F8E

!

加强与临床的沟通交流(

7&

)

!

临床医生*护士*检验人员

各自专业不同#侧重点各异'比如#护理人员对检验标本的采

集#还显得生疏#对相关知识及注意事项知之甚少'因此#检验

科应在医务科*质控科*总护理部的配合下#每季度组织临床医

生*护士*护工等对相关知识进行培训#互相进行经验交流#现

场解答各种疑问#编写宣传材料*督促学习'医技*临床工作例

会#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

F8F

!

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

检验科工作人员要

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操作要熟练#还要经常学

习#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开展新业务'护理人员也要紧跟

时代步伐#坚持,三基三严-不松懈#进一步推进护理质量'临

床医生*护士与检验科工作人员#在工作上要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加强应用方面的学术交流'如对各种疾病的诊断*鉴别*预

后有价值的分析数据的收集*整理*经验总结等方面'

F8M

!

主动参与临床诊疗过程
!

积极参与临床查房*危重病例

讨论'提高与临床交流对话的自信心#改变长期被动局面'

F8S

!

搞好宣传教育
!

在院内利用专栏*导报*检验申请单背

面*网页等多种形式#介绍检验须知等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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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与参考文献(

(

)报道一致'肠球菌引起的尿路感染已

上升为第
(

位#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肠球菌为条件致病菌#

加上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侵入性治疗的增加#过度使用头

孢菌素*喹诺酮类等抗菌剂#肠球菌属的感染增加很快#已成为

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

'

)

'

药敏结果显示#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

胺的耐药率为
&8&P

&

e*Mb

株检出率分别为
%.87P

*

%>87P

#表明高浓度庆大霉素与青霉素或氨苄西林联合用药的

机会小于
%&8&P

'屎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环丙沙星*

利福平*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明显高于粪肠球菌#对奎奴普汀"

达福普汀*氯霉素*四环素的耐药率明显低于粪肠球菌#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B

(

&8&%

%'由于两种肠球菌对抗菌剂的耐药

程度有显著差异#因此#临床医师应注意两种细菌对抗菌剂的

差异性#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敏感性药物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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