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的基础病是糖尿病)

2

*

(假鼻疽菌对多种抗菌药物具有天然

耐药性#仅对克拉维酸复合制剂'头孢他啶'亚胺培南敏感)

(

*

#

头孢他啶或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是治疗鼻疽病的首选抗菌药

物)

,

*

(该患者以,糖尿病-收住入院#发病以来反复高热#多脏

器脓肿(明确感染后#用头孢西丁治疗但效果不佳(改用美罗

培南治疗后#感染仍未得到控制(原因可能与疗程不够#且患

者有基础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有关(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很

快发展为脓毒败血症#经积极抢救无效后死亡(由于该患者发

热前刚从老挝归国#之前青海省并无此类细菌感染的报道#属

首例输入性人感染
Y"

引起的败血症(

参考文献

)

$

*

9>6)a

#

)B>6a\

#

XE TQ

#

@A>H&\E;;@55FEHA?@>A<@6A:FH4F@AB7

?@>A@646

J

<@H4:4C:545L4AB>;A4I>A@C

=

?:A@46)>6C<@?:

=

@6@<

)

P

*

&

PR4;?:D4:HH<<E6:HH6F@;A

#

%''(

#

1'

$

$

&!

,/7,(&

)

%

*

R>??4@95&):<<E64A

K

7>;

b

E4?@C

=

6@E<:64>

)

R

*

&+@LX:?G

!

aHE7

L@?8;>C@<4;

"

"H@6E<"EDH

#

%''$

!

,$$7,$.&

)

/

* 全会标#高勇义#陈道雄#等
&

糖尿病合并假鼻疽伯克霍尔德菌败

血症临床研究)

P

*

&

中国热带医学#

%''2

#

2

$

$'

&!

$(-'7$(-%&

)

1

* 李天娇#符 惠 群#黄涛#等
&

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感染的临床特点

与耐药性分析)

P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7,.'&

)

-

* 潘文#李豫#雷宇#等
&

糖尿病合并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败血症患

者的药学监护)

P

*

&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

#

$%

$

$%

&!

$'.7$$'&

)

2

* 周爱莲
&

人类鼻疽病
$%

例临床分析)

P

*

&

广东医学院学报#

$..(

#

$-

$

/

&!

%/17%/2&

)

(

*

P@66@

K

8T

#

QE<V

#

W45B@?O8

#

@A>H&86A4D4:A4;5E5;@

=

A4D4H4A

K

:F

YE?GB:HC@?4>

=

5@?C:<>HH@F?:<A?:

=

4;>H6:?AB@?6 8E5A?>H4>>6C

4<:H4;>A4:65F:?AB@?>:

K

:F<@H4:4C:545

)

P

*

&*6AP86A4<4;?:D87

J

@6A5

#

%''$

#

$(

$

%

&!

$'.7$$/&

)

,

*

"@>;:;G\P

#

\;BL@4N@?!"

#

O>6;@O8

#

@A>H&R>6>

J

@<@6A:F>;;47

C@6A>HH>D:?>A:?

K

@c

=

:5E?@A:YE?GB:HC@?4>

=

5@EC:<>HH@4>6CY&

<>HH@4

)

P

*

&S<@?

J

*6F@;AO45

#

%'',

#

$1

$

(

&!

@%&

$收稿日期!

%'$-7'%7%,

&

!个案与短篇!

检验科与临床沟通对
$

例诺卡菌属感染诊断的意义"

王江元!马淑红!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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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检验科!吉林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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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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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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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卡菌属为临床不常见病原菌#多引起外源性感染#临床

症状无特异性#且临床微生物培养生长缓慢#不易分离鉴定#极

易造成漏诊'误诊)

$

*

(本文旨在探讨检验科认真的工作态度及

与临床有效的沟通#对降低临床不常见细菌感染漏诊的重大

意义(

B

!

病例资料及诊断

B&B

!

病例资料
!

患者#男#

-$

岁#因间断发热#咳嗽
%

个月#加

重伴皮下肿物半月就诊#体温最高可达
1%[

(

$

年前患肾病

综合征#并行激素'免疫抑制治疗#现患者处于慢性肾功能衰竭

期$氮质血症期&(一般状态不佳#基础免疫力低下#营养状态

差#贫血'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低钠'低钙血症(咳嗽'咳

痰#双肺呼吸音减弱#双肺肺底可闻湿罗音(四肢和躯干多个

皮下肿物#最大约
2;<h(;<

#彩超显示实质性包块#考虑化

脓性感染#入院第
$

天即有破溃及黄色脓液流出(患者全身多

处感染#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感染不易控制#预后差#病情有复

发及加重的可能(

B&C

!

诺卡菌属诊断过程
!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主治医生提检

血常规'红细胞沉降率'超敏
)

反应蛋白$

B57)M"

&'真菌
O

葡

聚糖'感染性疾病血清标志物筛查'血培养'痰一般细菌培养以

及其他常规项目的检查(患者红细胞沉降率'

B57)M"

'

TY)

'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均提示患者合并感染#但真菌
O

葡聚糖和

感染性血清标志物检测均阴性(痰涂片见白细胞大于
%-

个"

Q"

#鳞状上皮细胞小于
$'

个"
Q"

#可见革兰阳性球菌和革兰阴

性杆菌#痰标本合格)

%

*

(分别接种于血平板'麦康凯'巧克力培

养基中#于
/([

#

-0 )U

%

环境下孵育(痰培养第
/

天$约
1'

B

&#其血平板见针尖大小'不典型菌落(遂参与临床会诊#得知

患者为肾病综合征合并肺部感染#发热
/,&/[

#且躯干及四肢

有多个皮下肿物并破溃流出含黄色颗粒的脓液(此外#患者入

院
-C

#行单磷酸阿糖腺苷'头孢米诺钠'万古霉素等治疗#但患

者炎症未得到控制#且病情严重(根据临床提供的多个皮下肿

物并破溃流出含黄色颗粒的脓液的特征及针尖样菌落#本科对

菌落加做改良抗酸染色$脱色剂为
$0

的硫酸水溶液&见不典

型弱阳性细菌#考虑为诺卡菌属感染#建议临床对皮下肿块脓

液培养(取患者皮下脓肿破溃后流出含黄色颗粒的脓液进行

培养#分别接种于血平板和麦康凯培养基内#于
/([

#

-0)U

%

环境下孵育#脓液培养第
%

天#血平板见表面皱褶'颗粒状典型

菌落#改良抗酸染色呈弱阳性#革兰染色阳性有细长'末端不膨

大菌丝或呈分枝状#并参照文献)

/

*采用
Y4:<@?4@c

公司的

8"*%')

生化反应鉴定奴卡菌(并进一步与临床沟通#得知患

者病情仍很严重#感染症状无好转#磺胺类为首选药物#建议临

床可尝试性加用复方磺胺甲唑(次日#细菌生化反应为不分

解腺嘌呤'次黄嘌呤'黄嘌呤'酪氨酸#不水解酪蛋白'产尿素

酶#产
*

7

内酰胺酶#枸橼酸盐'液化明胶'尿素分解实验'硝酸盐

还原实验均为阳性#发酵葡萄糖#不发酵甘露醇#诊断为星型诺

卡菌感染#并及时通报临床为诺卡菌属感染#可继续使用磺胺

类药物(

\Rf

'阿米卡星'头孢曲松或亚胺培南三联联合治疗(

C

!

结
!!

果

由于微生物室条件有限#未对细菌做药敏实验#根据资料#

诺卡菌耐药情况逐渐加重#建议采用复方磺胺甲唑'利奈唑

胺'阿米卡星联合治疗)

1

*

#因此建议临床清创处理皮肤坏死组

织或瘘管#并联合抗感染#免疫抑制者疗程
2

个月(随后患者

病情好转#感染症状减轻#巩固治疗
-C

后出院(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2

月第
/2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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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讨
!!

论

奴卡菌属为革兰阳性需氧性放线菌#细菌壁含分枝菌酸(

主要通过呼吸道及皮肤创伤感染人体(可引起肺'脑等组织化

脓感染#感染的组织及脓液内可有,硫磺样颗粒-(其较易感染

免疫力低下'免疫缺陷'长期应用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以及

糖尿病等患者)

-72

*

(

诺卡菌属为临床不常见病原菌#感染症状无特异性#且生

长缓慢#不易分离鉴定#极易漏诊'误诊(传统实验室主要根据

其革兰染色阳性呈分枝状'抗酸染色弱阳性及生化反应鉴定(

分子生物学方法可以快速准确地诊断诺卡菌#主要包括
")M

直接测序法'随机扩增多态性
O+8

'脉冲长凝胶电泳'

")M7

限

制片段长度多态性'核酸探针'实时荧光定量
")M

等方法)

(

*

(

而临床实验室条件有限时#微生物室可通过延长细菌培养时

间#根据培养皿见表面有皱褶'成颗粒状的典型菌落形态%革兰

染色阳性并有细长'末端不膨大菌丝)

,

*

%改良抗酸染色$脱色剂

为
$0

的硫酸水溶液&弱阳性)

.

*

%并联合临床肺部感染及躯干

及四肢有多个皮下肿物并破溃流出含黄色颗粒的脓液等症状

诊断诺卡菌属(而诺卡菌属生长缓慢#

%1

$

1,B

才可见针尖

样大小菌落)

$'

*

#

-

$

(C

可生长为肉眼可见菌落#极易漏诊'误

诊(因此#诊断诺卡菌属的始动点是临床医生或者检验科人员

怀疑患者为诺卡菌属感染)

$$

*

#且双方科室能够及时沟通#使双

方知识交融#互相协助(

通过本例诺卡菌属的诊断#对加强临床不常见细菌的诊断

提供宝贵的经验(需要临床与检验科室共同的努力!一方面#

加强检验科人员业务能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加强其对不常见

细菌'临床特殊病例的认识#及时发现问题#是减少临床漏诊数

量的前提%另一方面#完善临床与检验科室交流体系#在疾病诊

断过程中临床与检验科共同参与#做到个体诊断#是减少漏诊

和诊断时间#提高诊断质量的必要阶段(

在本病例中#检验人员对不常见细菌认真的态度是避免漏

诊的始动点#参与临床会诊后检验人员根据患者特征性感染症

状进一步考虑为诺卡菌属感染#从而向临床提出脓液培养的建

议#在本病例中脓液较痰诺卡菌属培养生长状态好#易于指导

检验科考虑诺卡菌属感染#并延长细菌培养时间#加做改良抗

酸染色来鉴定病原菌(如果双方科室交流及时#在患者入院第

$

天#检验科人员被告知患者四肢及躯干有多处皮下脓肿且破

溃#可提前脓液培养的提检时间(

综上所述#检验科与临床的沟通在当今各专业之间知识互

相渗透#相互协助的时代十分必要#提高检验在医学领域的影

响力对临床诊断有重大意义#值得广大临床医生及检验人员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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