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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比较
aV4!)))1

尿沉渣分析仪"

aV4!)))1

%的细菌计数与培养法在使用中消毒剂的细菌学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

同时用中和试剂对应采样各
!')

份!分别进行培养和用
aV4!)))1

进行细菌计数'比较
aV4!)))1

细菌计数与培养法对监

测结果判定的差异性'结果
"

aV4!)))1

细菌计数与培养法对监测结果判定的一致性分别为#对合格的判定!符合率达
!))Z

$对

不合格的判定!前者多于后者'结论
"

aV4!)))1

细菌计数可用于使用中的戊二醛&次氯酸钠&碘酒和酒精的细菌学监测!可起到

过筛&快速检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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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消毒剂的细菌学监测#培养法需要培养基的准备'

平板的倾注等烦琐工作#影响环节较多#而且对监测样品的问

题不能快速反馈给相应科室"部门$一般细菌要
"$

"

$5<

后#

真菌培养要等到
(E

后才能发出报告&*在培养期间#有问题

的消毒剂如果仍在使用是很危险的*所以#对使用中的消毒剂

快速得出能否继续使用的结论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使用
aV4

!)))1

尿沉渣分析仪$简称
aV4!)))1

&对使用中的消毒剂进行

细菌计数#与培养法进行比较#结果满意#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使用中消毒剂!碘酒'酒精'戊二醛'次氯酸钠各

$)

份共
!')

份*标准菌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

&'大

肠埃希菌$

+,--"%*""

&'白色念珠菌$

+,--*))"5

&#由四川省

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赛默飞世尔
#()

培养箱%日本
[e[4

.L̀ aV4!)))1

尿沉渣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和质控物%自制中和

试剂#有特殊要求的按照卫生部
"))"

年
!!

月颁发的0消毒技

术规范1$下称规范&的要求加入相应成分#使用前现制备%自制

营养琼脂培养基#使用前现制备*

?&A

"

方法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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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菌的计数
"

将
+,--"%*"#

金黄色葡萄

球菌'

+,--"%*""

大肠埃希菌'

+,--*))"5

白色念珠菌培养

物配制成
)&%

麦氏单位浓度生理盐水菌悬液#分别取
!DN

加

入
*DN

新鲜配制的'未使用的消毒剂中消毒至合格时间后#

分别进行培养并用
aV4!)))1

对其进行检测#比较二者消毒前

后的结果*

?&A&@

"

阴'阳性对照试验
"

阴性对照实验!以新鲜配制'未使

用的消毒剂及无菌中和试剂二者平行作为
aV4!)))1

检测和细

菌培养阴性对照*阳性对照试验!用
+,--"%*"#

金黄色葡萄

球菌'

+,--"%*""

大肠埃希菌'

+,--*))"5

白色念珠菌作为

阳性对照#把每一种细菌培养物配制成
)&%

'

!&)

'

"&)

麦氏单位

#

种不同浓度菌悬液#分别取
!DN

加入
#

份含
*DN

中和试剂

的灭菌管*平行作为
aV4!)))1

检测和细菌培养阳性对照*

?&A&A

"

aV4!)))1

计数实际值的确定
"

以新鲜配制消毒合格

的中和试剂为空白对照*用样本计数值减去相应空白对照值

得出测试值*将样本进行细菌活体染色#用显微镜直接计数法

求出死菌值#用测试值减去死菌值即为实际值*

?&A&B

"

aV4!)))1

判定标准
"

使用中消毒剂细菌浓度小于
)&!

个"微升#并且无酵母样细胞和红细胞为合格(

!4"

)

*

?&A&N

"

采样方法
"

对应取
!DN

消毒液加
*DN

中和试剂各

!')

份*

?&A&Q

"

实验方法
"

aV4!)))1

测定用采样液直接测试*将培

养用样本各取
!DN

分别注入
*>D

平板内#再分别加入
"%DN

普通营养琼脂和沙保罗琼脂#混均#分别培养
$5<

'

(E

后观察

结果*设阴阳性对照#所有操作均由经过专门培训合格的人员

严格按照各项操作规程作业*

@

"

结
""

果

@&?

"

aV4!)))1

对死菌的计数结果
"

见表
!

*

表
!

""

消毒前后
aV4!)))1

测定与培养结果

样本

消毒前

aV4!)))1

结果$个"微升&

红细胞 细菌 酵母样菌
培养结果

消毒后

aV4!)))1

结果$个"微升&

红细胞 细菌 酵母样菌
培养结果

+,--*))"5

白色念珠菌生理盐水菌悬液
$$# ) *%'

有菌生长
) ) )

无菌生长

+,--"%*""

大肠埃希菌生理盐水菌悬液
) #!"% )

有菌生长
) ) )

无菌生长

+,--"%*"#

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理盐水菌悬液
) #$)( )

有菌生长
) ) )

无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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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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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判定与培养法判定的结果比较

消毒剂
检测份数

$

%

&

合格

aV4!)))1

直接判定$

%

& 培养法判定$

%

& 符合率$

Z

&

不合格

aV4!)))1

直接判定$

%

& 培养法判定$

%

& 符合率$

Z

&

碘酒
$) #' #' !))&) $ # (%&)

酒精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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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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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判定与培养法判定的结果比较

消毒剂
检测份数

$

%

&

合格

aV4!)))1

直接判定$

%

& 培养法判定$

%

& 符合率$

Z

&

不合格

aV4!)))1

直接判定$

%

& 培养法判定$

%

& 符合率$

Z

&

次氯酸钠
$) #% #% !))&) % $ 5)&)

戊二醛
$) #$ #$ !))&) ' $ ''&(

@&@

"

用
aV4!)))1

测定与培养的结果比较
"

见表
"

*

@&A

"

aV4!)))1

判定与培养结果不一致的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aV4!)))1

判定与培养结果不一致的结果比较

样本
%

aV4!)))1

分析结果$个"微升&

红细胞 细菌 酵母样菌
培养结果

碘酒
! "&) )&) )&)

无菌生长

酒精
! )&% )&) )&)

无菌生长

次氯酸钠
! !&) )&) )&)

无菌生长

戊二醛
" )&% )&) )&)

无菌生长

!&) )&) )&)

无菌生长

A

"

讨
""

论

aV4!)))1

配置了细菌专用通道#能够对样本中所含杆菌

属$如大肠杆菌&和球菌属$如葡萄球菌&进行高速'高精度区分

和定量计数*沉渣通道稀释液含有酵母菌染色辅助剂#其通过

与沉渣染液发生反应#在激光照射下发出荧光#数据收集处理

系统对这些荧光信息和散射光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从而实现

对酵母样菌的直接计数*根据判定标准#从表
"

可以看出#

aV4!)))1

细菌计数与培养法对监测结果判定的一致性分别

为!对合格的判定#符合率达
!))Z

%对不合格的判定#二者符

合率也比较高$

''&(Z

"

5)&)Z

&#提示对正在使用的消毒剂进

行细菌学监测#使用
aV4!)))1

即刻测定#可以起到过筛作用#

对细菌超标和有真菌的样本就可以快速地通知临床#从而使临

床快速采取措施#更加有利于医院感染的控制*

从表
!

中可看出#经过化学消毒法消毒至合格后#用
aV4

!)))1

进行细菌计数#红细胞'细菌'酵母样菌的结果均为
)&)

个"微升*故在
aV4!)))1

的细菌计数上无须考虑死菌问题#直

接将测试值减去空白对照#即为实际值*关于
aV4!)))1

对化

学消毒法的死菌无法识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仪器是结合细菌

的染色特征和形态来识别细菌的#而化学消毒法破坏了细菌的

结构和形态*

从表
!

中可以看出酵母样细胞部分被误认为红细胞#与文

献(

!4"

)报道一致*因0规范1要求任何样本不得检出真菌#故

关于
aV4!)))1

判定标准中加上有无酵母样细胞和红细胞#所

以#只要样本中酵母样菌或"和红细胞实际值大于
)

就判定为

不合格*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aV4!)))1

判定为不合格的样本多于

培养法#从表
#

中可以看出主要原因是在标准中除细菌数量外

另加上了有无红细胞#而由于仪器及样本的原因可能造成红细

胞的假阳性*所以#在通过
aV4!)))1

判定不合格的时候#可以

先通知临床采取措施#然后再行培养鉴定#等结果出来后再分

析查找原因*

文献报道
aV4!)))1

对碘酒和酒精无法直接判断(

#4%

)

#本研

究采用中和试剂进行采样后上机测定#提高了酒精的电导率#

也使碘酒的颜色比原液变浅#实现了
aV4!)))1

对碘酒和酒精

的直接判断*

综上所述#对碘酒'酒精'次氯酸钠和戊二醛的细菌学监

测#有条件的医院可以用
aV4!)))1

进行过筛#可以起到快速检

测的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应明确#

aV4!)))1

仅是起到过筛

作用#对
aV4!)))1

判定不合格的样本以及在可疑污染情况下

要求进行相应指标检测等特殊情况下必须进行培养而不能通

过
aV4!)))1

直接判定*

参考文献

(

!

) 刘华#王颖#钟亚玲#等
&aV4!))

尿沉渣分析仪细菌计数与尿培养

的比较(

P

)

&

现代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4$*5&

(

"

) 冯春颜#朱飞#席雅娟
&

类酵母细胞对
aV4%)

尿沉渣分析仪测定结

果的影响(

P

)

&

江西医学检验杂志#

"))%

#

"#

$

#

&!

"!%4"!'

#

"!5&

(

#

) 李朝金#古小琼#李靖#等
&aV4!)))1

尿沉渣分析仪细菌计数在院

感卫生学监测中的应用(

P

)

&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4

#(&

(

$

) 孙世忠#孙丽丽#刘丽文
&aV4!)))1

尿沉渣分析仪细菌检测结果的

临床应用价值(

P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5$4"5%&

(

%

) 杨波#招强光#贺松#等
&/c"))

尿沉渣仪'

aV4!)))/

流式尿分析仪

与手工显微镜计数
#

种方法的比较(

P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5

&!

5*!45*#&

$收稿日期!

")!"4)!4)$

&

$上接第
!#$'

页&

""

/DDG36=16@6

:C

#

")!!

#

"!'

$

!

"

"

&!

"))4")(&

(

""

)

d<;E8?[+

#

Y8@@]d

#

M8;?@PL

#

89;@&/N4"#;3E/N4!(139<8829;=4

@12<D8396A

B

?698>9178

B

G@D63;?

C

-T$

X

,>8@@?82

B

63282;A98?7;>4

>13;9163;3EEG?13

:

.

C

>6=;>98?1GD9G=8?>G@6212><;@@83

:

8

(

P

)

&K;9

/DDG36@

#

"))(

#

5

$

$

&!

#'*4#((&

(

"#

)

[>?1=;,P

#

d;@2E6?AY

#

+=?;<;D2T+

#

89;@&T12913>9

#

2

B

8>1A1>/N4

!(4;3E/N4""4

B

?6EG>13

:

-T$

X

,>8@@2G=2892>639?1=G98969<8<G4

D;3;3914D

C

>6=;>98?1;@1DDG38?82

B

6328

(

P

)

&P/DDG36@

#

"))5

#

!5)

$

#

&!

!*'"4!*()&

(

"$

)

,6??;E6L

#

-66

B

8?+.&/N4!(;3E,<!(>8@@2139G=8?>G@6212

(

P

)

&

-

C

96J138]?6F9<V;>96?\87

#

")!)

#

"!

$

'

&!

$%%4$'"&

(

"%

)

SJ;D696e62<1E;e

#

aD8DG?;.

#

e;<;

:

1+

#

89;@&L228391;@?6@8

6A/N4!(+139<8A6?D;91636A;D

C

>6=;>98?1;@13A8>9163413EG>8E

:

?;3G@6D;139<8@G3

:

(

P

)

&P/DDG36@

#

")!)

#

!5$

$

5

&!

$$!$4$$""&

$收稿日期!

")!!4!"4!%

&

+

5%#!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39PN;=.8E

!

PG38")!"

!

O6@&##

!

K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