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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培养中
$'

例謢昌蒲伯克霍尔德菌的分布特点及耐药性!为临床的感染控制及诊断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
-MQW#'**

全自动血培养仪和
-M#LE8:53V#&**

进行血培养%细菌鉴定及药敏实验&应用
YE85:;%(1

分析结果&结果
!

$'

例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有
'0

例来自儿科!该菌对三代头孢的耐药性达到
$*_

!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霉烯类%丁胺卡拉灵敏

度很高&结论
!

儿科中分离的唐昌蒲伯克霍尔德菌可能是克隆菌株播散!要做好院内感染的预防和监测工作&

关键词"血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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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内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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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菖蒲伯克霍尔德是一种革兰氏阴性#直或微弯曲杆菌#

属条件致病菌)广泛存在于水及土壤中#是医院感染的常见病

原菌之一#可以从医院的自来水*体温表*喷雾器分离到'

&

(

)笔

者探讨本院
$'

例血培养中分离的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的分布

特点及耐药现状#旨在为临床医生合理用药和积极做好院感的

预防和监测提供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菌株来源
!

$'

例唐昌蒲伯克霍尔德菌分离自本院
'*&7

年
&

$

&&

月患者的血培养阳性标本中)

A(B

!

仪器与试剂
!

-MQW'**

全自动血培养仪及配套的血培

养瓶$美国
-M

公司&#

-M#LE8:53V#&**

生化鉴定及药敏系统

$美国
-M

公司&#细菌生长所用培养基购自于武汉德辰生物科

技公司)

A(C

!

质控菌株
!

金黄色葡萄球菌$

+,XX'0'&$

&*大肠埃希菌

$

+,XX'%0''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

+,XX'6)%$

&粪 肠 球 菌

$

+,XX'0'&'

&均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A(D

!

方法

A(D(A

!

标本采集
!

在患者寒战高热时#抗菌药物使用之前采

集血液标本注入血培养瓶中#成人采集的是套瓶$一个需氧和

一个厌氧&#采血量
&%

$

'*@"

%儿童是单瓶$粉红色的&#采血

$

$

%@"

%送检后置于
-MQW'**

全自动血培养仪)血培养仪

%9

没有阳性报警#视为阴性)阳性报警#随报随转)

A(D(B

!

菌株鉴定及药敏实验
!

菌株及药敏实验采用
-M#

LE8:53V#&**

分析系统#药敏标准为美国和临床实验室标准协

会$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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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E85:;%(1

软件进行结果分析)

B

!

结
!!

果

B(A

!

血培养中
$'

例唐昌蒲伯克霍尔德菌的分布
!

血液中分

离的
$'

例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中有
'0

例来自于儿科#有
$

例

来自其他科室)

B(B

!

药敏实验结果
!

血培养中分离的
$'

例唐昌蒲伯克霍尔

德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见表
&

)血液中分离的
$'

例唐

昌蒲伯克霍尔德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

舒巴坦*头孢唑啉的耐药率均在
0*_

以上%对头孢他啶*头孢

噻肟*氨曲南的耐药率也在
$*_

$

7*_

*头孢吡肟也有
'%_

的

耐药株#但对碳青霉烯类*丁胺卡拉及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灵

敏度很好#多黏菌素
-

也没有发现耐药株)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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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昌蒲伯克霍尔德菌对抗菌药物的

!!!

耐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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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 折点
耐药

$

`

&

中介

$

!

&

敏感

$

/

&

氨苄西林
/

(

)`

&

$' &**(* *(* *(*

哌拉西林
/

(

&1

&

&') &)(' 1(' 6%(*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

(

)`

&

$' &**(* *(* *(*

氨苄西林"舒巴坦
/

(

)`

&

$' 0$($ *(* 1(6

头孢唑林
/

(

'`

&

) 0$() *(* 1('

头孢他啶
/

(

7`

&

&1 $&(' $(& 1%(1

头孢噻肟
/

(

&`

&

7 $6(% *(* 1'(%

头孢吡肟
/

(

)`

&

$' '%(* $(& 6&(0

氨曲南
/

(

7`

&

&1 7$() $(& %$(&

亚胺培南
/

(

&`

&

7 *(* $(& 01(0

美罗配能
/

(

&`

&

7 *(* $(& 01(0

阿米卡星
/

(

&1

&

17 *(* *(* &**(*

庆大霉素
/

(

7`

&

&1 $(& $(& 0$()

环丙沙星
/

(

&`

&

7 &)() 1(' 6%

左氧氟沙星
/

(

'`

&

) &%(1 *(* )7(7

复方磺胺甲唑
/

(

'`

&

7 &%(1 *(* )7(7

多黏菌素
- /

(

'`

&

) *(* *(* &**(*

四环素
/

(

7`

&

&1 &'(% 1('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1

&

&') $(&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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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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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中感染唐昌蒲伯克霍尔德菌的报道很少#而本院仅

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分离了
$'

株#从分布上来看#有
'0

例都

来自儿科#其他科室只有
$

例#是真正的致病菌还是克隆菌株

播散确实值得探讨)按医院感染的流行及分布特点#血液感染

及儿童都是重要感染对象'

'

(

#因该菌广泛存在自然界中#在医

院环境中常污染空气*水源*体温计*喷雾器可引起多种院内感

染#儿科的患者没有成人#生理发育不完善#免疫力低下#自身

又存在一些疾病#使用了一些抗菌药物的治疗#体内的微生态

被影响'

$

(

)医院又是患者及其家属密集的场所#医院环境最容

易被病原微生物污染#从而为疾病的传播提供外部条件#应引

起临床工作者的重视'

7

(

)如果饮用了被环境污染的水*食物及

体温计*喷雾器这些公用设施消毒不严格#引起医源性交叉感

染的可能性是很大)携带有致病性的患者*医护人员陪护人

员#各种感染的传染期和机体存在差异#可以在潜伏期*恢复

期*或临床愈后仍为携带者#这些携带者在感染中都会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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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

)是否是真正的病原菌#临床医生一定要结合患者的临

床症状#实验室结果及相关的影像学资料综合考虑'

1

(

)从耐药

情况上来看#唐昌蒲伯克霍尔德菌对于同种抗菌药物还没有铜

绿假单胞菌及鲍曼不动杆菌严重'

6#)

(

#但青霉素类及抑制剂很

多都无效#三代头孢的耐药率也在
$*_

以上#而细菌经过传

代#毒力*耐药性都会增强'

0

(

#所以临床医生一定要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来减轻患者身体上的病痛和经济上的负担)综上所述#

由于实验室条件限制#还不能完全确定儿科自血培养中分离的

'0

例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是院内感染#但作为疑是病例#本院

非常重视#立即与院感染办联系#因儿科院内感染主要是由医

疗公用设备*病房空气*医务工作者的手引发的'

0

(

#所以对儿科

病房的空气*公用医疗设备的物表及呼吸机的管道*氧气湿化

瓶*喷雾器及医务人员的手进行了消毒*连续监测)对血培养

阳性的患儿进行了病房隔离#用物专人专用)并对儿科工作人

员如何规范化采集血培养进行了培训)微生物工作者也加强

了与病房沟通频率#与医生面对面交流该科室分离菌的分布特

点和耐药趋势#解读报告单结果#并与本院的相关信息进行对

比分析#商讨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阻断同源菌株播散及耐药性

的传播#进一步增强临床对细菌检验结果的依赖性)在所有控

制病原菌感染的措施中#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所有参与患儿

治疗的人员#是否有强烈的无菌观念及无菌操作意识#直接关

系到患儿在治疗过程中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和发生医院感染的

概率'

&*

(

)病房一定要引起重视#要有专职的医院感染管理员#

严格遵守消毒隔离制度#无菌技术把医院感染工作做到规范

化#特别要重视医务人员的手卫生#因多数感染是通过医务人

员的手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加强医务人员的手清洁和消

毒#可以控制大面积外源性感染#减少医源感染途径'

&&

(

#病房

环境布局要合理#通风状况好#设置感应洗手设备#做好病房空

气的消毒#定期进行院感监测)只有采取有力的院感管理措

施#才能有效地控制医院感染#只有找到真正的病原菌#患者才

能得到有效经济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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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脉血中钾离子浓度的差异性及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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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动%静脉中钾离子浓度之间的差异及相关性&方法
!

同时采集动%静脉血测定钾离子浓度!结果采用配对

>

检验统计处理分析&结果
!

动脉血平均比静脉血中的钾离子浓度低
*(7&@@8>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者具有相

关性"相关系数
<]*(0*6

$&结论
!

动脉血中钾离子浓度比静脉血低&

关键词"动静脉血#

!

钾离子#

!

差异性#

!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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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测动*静脉血#钾离子浓度会有所差别#并不一致#

而钾离子是细胞内液的重要阳离子#因此#在诊治过程中临床

医生非常重视钾离子浓度的结果及其变化情况#对于动静脉血

中钾离子浓度的差别所带来的困扰#需要检验科给予科学而有

力的解释#以保证能为临床的诊断治疗提供准确可靠的检验结

果)通过收集动脉血气检测同时进行生化检测的住院患者#检

测动*静脉血中钾离子的浓度#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本院
'*&7

年
&

$

)

月同时进行动脉血气分析

检测和静脉血液生化检测的住院患者#共
7'&

例#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

&岁)

A(B

!

仪器与试剂
!

深圳希莱恒
!S/#06'

电解质分析仪$离子

选择电极法&配套试剂#仪器均正常无故障#并有相应的校准品

及质控品进行校正及质量控制#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A(C

!

方法
!

动脉血是由注射器采集动脉血
'@"

以肝素钠抗

凝作为动脉血气分析标本#采集后立即隔离空气并轻轻混匀%

静脉血是用真空采血管采取静脉血
$@"

作为生化检验标本%

两组标本采完后立即同时送检)动脉血气分析测定后马上注

入试管#

$***A

"

@35

离心
$@35

后立即检测#静脉血标本放置

后离心#分离出血清在
&E

内测定)

+

6$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5;R"?GS:9

!

+B

J

B4;'*&%

!

T8>($1

!

U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