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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血流感染中病原菌检出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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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感染是一种严重的全身感染性疾病#病原微生物在循

环血液中呈一过性(间歇性或持续存在#对机体所有器官造成

损害#严重者可导致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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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死亡'引起血流感染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

毒及寄生虫等#其中最常见的血流感染为细菌(真菌感染#因

此#血培养阳性是病原学诊断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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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提高血培养

中病原菌的检出率关键因素在于血培养时采集数量和血量(采

血时间(培养瓶及添加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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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时采集数量和血量

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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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常规血培养应

该包括至少一个需氧培养瓶和一个厌氧培养瓶$称为
%

套&#要

求每次应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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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标本#有研究表明当每套血培养采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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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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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检出率为
H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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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检出率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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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检出率为

,HG

#对于成年患者
%

套血培养瓶推荐的采血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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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送检量不足时实验室仍应进行培养#但必须通知临床

其送检量低于标准#并可能导致敏感度下降'成年患者
%

套血

培养从不被建议操作#因为这是不合适的数量#培养结果很难

作出临床解释'对于婴幼儿患者血量不超过患者总血量的

%G

'但每瓶不少于
&Q8

#当采血量不能满足推荐的血量时需

氧瓶应优先采集'因为不同于成人血培养#厌氧菌感染极少发

生在婴幼儿#因此#建议只采用需氧瓶#厌氧培养只考虑针对特

殊的高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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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血时间

凡怀疑血流感染者应立即抽血进行血培养'有研究表明

细菌通常在寒战时或发热前
%M

入血#在发热峰值后病原菌检

出率随之降低#因为细菌很快会从血液中清除'所以通常在患

者寒战和体温高峰到来之前
%M

采血'急性高热患者应于患

者寒战后和发热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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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由不同部位采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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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标

本进行血培养'非急性高热疾病者应在
&)M

内由不同部位采

集
&

%

'

套标本#但间隔不小于
'M

'对亚急性心内膜炎患者

&)M

内由
'

个不同部位采集
'

套标本#每套间隔大于或等于
%

M

#当培养
&)M

后若为阴性结果#应再采集
&

%

'

套'连续采集

数套标本进行血培养可证明细菌感染的连续性#并为临床提供

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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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瓶及添加剂

患者血液中含有许多细菌生长抑制物如补体(溶菌酶(吞

噬细菌抗体(抗菌药物等#这些物质对血液中病原菌分离有一

定影响#有的可以抑制细菌生长#因此#用于培养的血液与肉汤

比例应适当#以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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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宜#这样有利于降低抑制物浓

度#减少其抑制菌的活性'在血培养瓶中加入聚茴香磺酸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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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抗凝剂#能提高血培养阳性率#因为
/-/

对革兰阳(

阴性菌能增加检出率和提高检出速度'肝素也是常用抗凝剂

之一#但常用于病毒培养#其能抑制革兰阳性菌和酵母菌生长'

培养瓶中除加抗凝剂外还应加入抗菌药物吸附剂如树脂和活

性炭#对在进行血培养前已接受抗生素治疗者用含树脂培养基

可吸附血液中游离抗菌药物#提高血培养阳性检出率%在培养

基中加入活性炭可用于吸附血液中游离抗菌药物颗粒和毒素#

排除干扰细菌生长的因素#有利于细菌生长'

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感染是当前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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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

统计资料因感染而死亡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第
&

位#因此#快速诊断血流感染能更好地配合临床工作#防止误导

抗生素的使用#使用适当抗微生物制剂治疗#避免耐药性菌株

产生#对降低患者病死率(缩短住院天数(降低医疗费用(减少

医疗资源的浪费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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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输血器材和输血技术的不断改进#细菌性致热原等污

染所致的发热反应已明显减少'相对而言由同种免疫反应引

起的发热性非溶血性输血反应占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多次输全

血者体内更容易产生人白细胞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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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体等#从而引

起极为常见而又棘手的非溶血性输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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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非溶血

性输血反应国外
&*

世纪
$*

年代就开始关注输注少白细胞的

血液和血液成分#而白细胞过滤器凭借去除率高(操作简便(无

不良反应等优点成为当今最有效的去除白细胞的方法'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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