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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应用
*?P>DAGJAD

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检出鸡葡萄

球菌#现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材料

A#A#A

!

菌株来源
!

鸡葡萄球菌菌株来自患者血培养阳性)

A#A#B

!

仪器与试剂
!

*?P>DAGJAD

自动化微生物分析仪*

',2%

自动血培养仪#鉴定和药敏卡以及血培养瓶均由梅里埃公司提

供#血平板*凝固酶*触酶以及革兰染液由天津金章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提供#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
*?.."$&"'

来自天津

临床检验中心)

A#B

!

方法

A#B#A

!

鸡葡萄球菌培养特性观察
!

血培养阳性菌株转种于血

平板上#经
'$^

普通细菌培养#并分别于
"7

*

71E

分别进行记

录观察#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质控菌株
*?.."$&"'

作阳性

对照)并用
*?P>DAGJAD

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鉴定)

A#B#B

!

常规鉴定和药敏
!

取培养
"7E

菌落分别行革兰染色*

凝固酶试验*触酶试验)采用
*?P>DAGJAD

自动化分析仪进行

药敏试验)分别对
"7

*

71E

培养的鸡葡萄球菌行革兰染色后#

用油镜进行观察)并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质控菌株

*?.."$&"'

作对照)

A#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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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细菌分析仪
!

取培养
"7E

菌落#用

生理盐水配成
"

麦氏单位菌悬液#用
*?P>DAGJAD

自动细菌分

析仪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并同时用
*?..

$

"$&"'

&金黄色葡

萄球菌标准质控菌株作对照)

B

!

结
!!

果

B#A

!

鸡葡萄球菌形态及生化特性
!

经革兰染色后油镜镜检可

见单个圆形*或葡萄串状排列的革兰阳性球菌)

"7E

的菌落

形态!在血平板上形成直径约为
!

!

"LL

*光滑*湿润*圆形*稍

隆起*黄色菌落%

71E

的菌落形态!形成直径约为
'

!

7LL

*表

面粗糙*表面干燥*稍隆起的黄色菌落%菌落周围还有明显的透

明溶血环$

$

溶血&)鸡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

5

&#触酶阳性

$

e

&)在
*?P>DAGJAD

自动微生物分析仪鉴定结果见表
!

)

表
!

!!

鸡葡萄球菌的生化特性

生化项目 结果 生化项目 结果

V-

试验$

N

C

&

5

精氨酸双水解$

*,̀

&

5

鸟氨酸脱羧酶$

a,.

&

5

七叶灵$水解&$

\_.

&

e

J>

葡萄糖$

][c

&

e J>

果糖$

W(c

&

e

J>

甘露糖$

0)\

&

e J>

麦芽糖$

0*[

&

e

乳糖$

[*.

&

5 J>

海藻糖$

?(\

&

e

J>

甘露糖$

0*)

&

e

尿素酶$

c(\

&

e

硝酸盐还原$

)Y?

&

5 J>

纤维二糖$

.\[

&

e

$

>

半乳糖苷酶$

$

>]*[

&

5

精氨酸芳胺酶$

*D

H

*

&

5

碱性磷酸酶$

-*[

&

e

焦谷氨酸芳胺酶$

-h(*

&

e

新生霉素耐受$

)aVa

&

e

蔗糖$

_*.

&

e

)>

乙酰
>

葡萄糖胺$

)*]

&

e J>

羽红糖$

?c(

&

e

阿拉伯糖$

*(*

&

e

$

>

葡萄糖醛酸酶$

$

>]c(

&

e

J>

核糖$

(YP

&

5 J>

棉籽糖$

(*W

&

e

B#B

!

鸡葡萄球菌药敏结果
!

鸡葡萄球菌对青霉素*克林霉素*

米诺环素*替考拉宁*诺氟沙星*夫西地酸*喹奴普汀
>

达福普

汀*红霉素*庆大霉素*苯唑西林*利福平*复方磺胺甲唑*四

环素*万古霉素*左氧氟沙星*呋喃妥因*均敏感)

C

!

讨
!!

论

人畜共患病是指人类与畜禽之间#由同一病原体引起#流

行病学上相互关联#相互传播引起的感染疾病)病原体包括细

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立克次体*真菌*寄生虫等)

可通过直接接触节肢动物*啮齿动物为媒介以及病原污染的空

气*水等传播#重要者为炭疽*结核病*布鲁菌病*狂犬病*口蹄

疫及旋毛虫病等)人畜共患病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传统的提

法#但
"%

世纪
3%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新出现传染病和重新出

现传染病达到
2%

多种#其中半数以上是人畜共患病#不仅是人

类与畜禽之间存在共患疾病风险#并且更有甚者与野生脊椎动

物之间也存在多少不等的共患疾病#甚至更为严重)本院检出

的鸡葡萄球菌是从患者血培养中检出#该患者居住环境较差#

并且饲养家禽'

!

(

)

鸡葡萄球菌首先由
,AND;A<A

等'

"

(报道#

!&12

年版的贝氏

细菌分类手册将其列为新种#属于凝固酶阴性的对新生霉素耐

药的葡萄球菌)最早分离于家禽#以后又从不同动物分离出#

如山羊*绵羊*骆驼*猪*牛等脊椎动物的皮肤*呼吸道等部位分

离出该菌#鸡葡萄球菌目前的致病性和耐药率较低#对人类的

影响有限#引起人类感染至今罕见报道'

'

(

)鸡葡萄球菌与金黄

色葡萄球菌属于同一属#都有
$

溶血#容易混淆#主要从菌落形

态*凝固酶加以区别#本菌
71E

菌落变得粗糙#然而金黄色葡

萄球菌经
71E

在培养后#菌落仍只是增大#其他变化并不十分

明显#并且前者凝固酶为$

5

&#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e

&)本

室检出的鸡葡萄球菌所做药敏全部敏感#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

应用是否会出现
0(_.@)

#建议医生在用抗菌药物之前做药

敏试验)

在临床微生物医学检验工作中#微生物检验工作的自动

化*智能化#采用更加标准*快速*准确的方法#取代繁琐*费时

的手工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发展趋势)

*?P>DAGJAD

细菌鉴

定药敏分析仪是一台在微量生化反应环节实现电脑自动化的

仪器#虽然仅仅是一台半自动细菌分析仪#但在国内外已有较

为广泛的应用)根据细菌表型特征选择相应的鉴定板条#通过

阅读器自动阅读测试板条#依据试条上的生化反应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依据相似程度$

?

值&及百分率$

Y,4

&的组合#作出判

断'

7

(

#可以得出用
*?P>DAGJAD

细菌鉴定仪提高一些较难或罕

见细菌的检出率和准确率)

总之#作为一名微生物检验工作者#必须熟练地掌握微生

物学操作的基本技术与技能#而且要求准确无误#从而保证结

果的可靠性)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要不断地学习和

掌握*运用微生物检验的新技术*新方法#从而改善工作条件#

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为临床提供更好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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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红细胞$

(P.

&和白细胞$

gP.

&检验对临床很重要#

对泌尿系统感染*肾炎*肾病综合征等疾病的诊断*鉴别等有重

要意义'

!

(

)本院尿液检验
(P.

和
gP.

方法主要有镜检法和

流式细胞计数法等'

"

(

)常规镜检操作费时#不容易定量#准确

性差#所以定量分析板法和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为临床

关注)

A

!

材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来本院诊治的患者#分急诊科*病房*妇科等#

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2%

岁#用一次性尿杯收集

清洁的中段尿#混匀后#用
7

支一次性试管分装作准备)其中

"

管分别备用仪器
[X>'%%%P

和
cW>!%%

分析检查#另
!

管准备

用显微镜直接镜检#最后
!

管离心后显微镜镜检)

A#B

!

仪器与试剂
!

[X>'%%%P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杭

州&#

Z*_?

一次性专用尿有形成分计数板$意大利&#

cW>!%%

尿沉渣分析仪$

Z*-*)

&#普通双目
a[0-c_

生物显微镜$

Z*>

-*)

&#低速离心机$上海&)

A#C

!

方法
!

分析仪测定法!按操作步骤对每份混匀的尿标本

进行
"

次测定#抄下结果)计数板定量法#用一次性吸管吸取

未离心但混匀的尿液#滴入
Z*_?

计数板内#放置片刻#用低倍

镜观察#再转高倍镜并计数
!%

个大方格内
(P.

和
gP.

数)

离心标本计数法!

!%#%L[

尿液#用一次性尿液专用离心管以

!$%%D

"

L;=

速度#离心
$L;=

#弃去上清液#留
%#"L[

尿沉渣

滴入计数池中#用高倍镜计数
!%

个大方格内
(P.

和
gP.

数)

'离心标本细胞数$细胞数"
"

[

&

9!%

个大方格内细胞数"尿液

浓缩倍数()试验都在取样后#

!E

内完成#镜检结果以平均值

报告)

B

!

结
!!

果

7

种方法
(P.

和
gP.

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7

种方法
(P.

和
gP.

测定结果#

"

[

$

方法
(P. gP.

不离心标本镜检法
!1!#7

!

"$1#2 !''#'

!

""2#"

离心标本镜检法
&3#%

!

!'$#% &'#%

!

!2%#%

[X>'%%%P

分析仪
"%1#1

!

"3%#' !%1#1

!

"!!#"

cW>!%%

分析仪
!3'#%

!

"12#2 !71#"

!

"7&#"

C

!

讨
!!

论

镜检是检查尿液
(P.

和
gP.

的主要方法#但受到许多因

素的影响#离心标本离心过程中会让细胞受到破坏#促使细胞

形态发生改变#还有检验工作者技术等差异#都影响到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

'

(

)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X>'%%%P

*

cW>!%%

的应

用#推动了尿液
(P.

和
gP.

定量计数检测的自动化)

cW>!%%

检测尿液
(P.

和
gP.

计数定量分析很快速*简

单'

7

(

)但对可疑的标本结果要以镜检复查#以免误诊)

[X>'%%%P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
[X>'%%%P

检测尿

(P.

和
gP.

结果与不离心标本镜检法差异不大'

$

(

#有临床应

用价值)

尿
(P.

和
gP.

的镜检#主要有离心标本镜检#不离心标

本镜检及倒置显微镜检查法'

2

(

)按染色分#无染色和染色尿沉

渣镜检两大类)尿液标本离心*不离心#离心后沉渣留取
%#"

L[

)结果离心与不离心标本镜检法比较#不离心标本镜检法

对
(P.

检测结果是离心标本镜检法的
"#%

倍#

gP.

检测结果

是离心标本镜检法的
!#7

倍)主要原因是!$

!

&尿液标本个体

的差异#尿液中细胞浮力差异#使部分离心变形的
(P.

沉淀不

完全)$

"

&在离心过程中#细胞受离心力的影响#变形*溶解破

裂)$

'

&离心后细胞容易堆积*重叠#特别当尿液中含有大量的

有形成分如细胞*结晶*非晶形盐类及真菌等#给正确识别细胞

带来很大的困难#计数也不易准确)但不离心标本镜检法直接

计数尿中
(P.

和
gP.

#能提高阳性检出率#真实地反应尿中

(P.

和
gP.

量#操作简单*易行)采用新鲜尿液直接镜检计

数#是检测尿液
(P.

和
gP.

定量计数的最好的方法)

综上所述#在尿液
(P.

*

gP.

计数中#用新鲜中段尿液直

接计数#是尿液
(P.

*

gP.

定量计数的理想方法)但在临床

工作中#效率低#应用起来很困难)使用分析仪
[X>'%%%P

和

cW>!%%

进行检测#有筛查作用)若混浊尿标本#可能带各形成

份如管型*细胞*结晶*非晶形盐类等#尤其是生育期的女性尿

标本#当混有来自阴道分泌物的有形成份上皮细胞*滴虫*真菌

时#一定要进行镜检#加以区别)离心镜检计数法不适合尿液

(P.

和
gP.

定量计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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