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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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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探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_#'"T

年血培养污染率(污染途径(污染细菌构成比!为有效防止血培养

污染提供依据'方法
!

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来共送检的
$)("$

例血培养样本的污染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血培

养送检样本数
$)("$

例!阳性培养样本数
#4&'

例!总计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
"%')@

'按年度分类!

#'"T

年度血培养污染

率最低%按季度分类!

)

个季度污染率差异不大%按内(外科两大系统分类!内科系统污染率
"%'&@

!外科系统污染率
'%A&@

%按科

室分类!内科系统中污染率最高的科室是血透中心!污染率为
#%("@

!其次为重症医学科"

<1Z

&!污染率
#%#$@

%外科系统中污染

率最高的科室是乳腺科!污染率为
#%$'@

!其次为骨科!污染率为
"%A#@

%按污染菌菌株构成统计!人葡萄球菌污染居首位!占

$#%)"@

!其次为表皮葡萄球菌!占
$"%$'@

'结论
!

医院血培养污染率较高!污染途径多样化!血培养污染问题不容忽视!污染的

细菌以血培养单瓶报阳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

关键词"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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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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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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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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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广谱*超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

耐药菌*条件致病菌和非条件致病菌在血流感染中的发病率显

著增多#在各种感染中病死率居首#其病死率高达
#'@

#

T'@

)血培养是用来确诊血流感染最为直接和明确的方法之

一#尽早获得准确的血培养结果并及时进行相应抗菌药物治

疗#有助于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3#

(

)但是血培养从标本采集到

实验室最终报告#中间有许多环节#若操作不当很容易污染标

本#造成错误报告'

$3T

(

)目前#国际上仍缺乏准确*快速判断分

离菌为血流感染污染菌的统一标准且相关文献报道较少'

&3(

(

#

因此本文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来共计
$)("$

例血培养

样本的污染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对污染途径的分析#找到有效

的控制措施#同时对血培养中分离的细菌是否为污染菌的判断

提供一定的参考#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A

材料与方法

A%A

!

标本来源
!

#'"$_#'"T

年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和

住院患者血培养样本共计
$)("$

例)

A%B

!

仪器与试剂
!

V:G./UGJ8hJ>M*PJ

H

)'U<

全自动微生

物鉴定及药敏系统$包括配套试剂与板条&由西门子医学诊断

产品公司生产%

,:F-M#G/=

E

JGF

全自动鉴定药敏分析仪由法国

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全自动血培养仪
!6A#)'

由美国
!6

公

司生产%全自动血培养仪
!*1D

"

*50XD$63#)'

由法国梅里

埃公司生产%二氧化碳培养箱由上海齐欣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

产%血平板*巧克力平板*麦康凯平板由广州市迪景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

A%C

!

方法
!

小儿患者无菌采集血液样本
#

#

T=5

注入小儿

血培养瓶#成人患者无菌采集血液样本
4

#

"'=5

注入成人血

培养瓶#将采集到样本的培养瓶置于全自动血培养仪中孵育#

当血培养仪器提示阳性报警后#尽快取出培养瓶#记录报阳时

间#并用无菌操作技术取样本涂片进行革兰染色*同时接种麦

康凯及血平板#放入
$( [

含
T@

的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养

"4

#

#)?

)观察细菌生长情况#再挑取纯菌落进行细菌鉴定及

药敏试验#细菌药敏采用
23!

法和
V:G

法'

$

(

)

A%D

!

污染菌判断
!

棒状杆菌*芽孢杆菌判断为污染菌)凝固

酶阴性葡萄球菌单瓶报阳或双瓶报阳细菌不一致判断为污染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8F]5JOV-K

!

*

E

.:>#'"(

!

,/>%$4

!

S/%4



菌#而双瓶报阳检出相同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则判断为致

病菌)

A%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G./C/IF09G->#''$

统计各年度*季

度*科室菌株分布情况#计算菌株的株数及构成比)

B

!

结
!!

果

B%A

!

血培养污染率
!

#'"$_#'"T

年送检血培养样本数共计

$)("$

例#其中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为
"%')@

)

B%B

!

不同年度*季度血培养污染率
!

首先根据年度将样本进

行分类成
$

个组#并分别计算其污染率#

#'"$

年污染率

"%'"@

#

#'")

年污染率
"%##@

#

#'"T

年污染率
'%4A@

)将

#'"$_#'"T

年样本按季度分类#分别计算四个季度组血培养

阳性污染率#第一季度污染率为
"%'&@

#第二季度污染率为

"%'(@

#第三季度污染率为
'%AT@

#第四季度污染率 为

"%'A@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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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年度&季度血培养污染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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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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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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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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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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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

&

总计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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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

4&(A

&

'%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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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

不同科室血培养结果
!

将样本按内科系统和外科系统进

行分类#对污染菌统计分析#其中内科系统共送检样本数

#4T$&

例#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为
"%'&@

%外科系统共送

检样本数
&"((

例#污染样本数
TA

例#污染率
'%A&@

)再将样

本按内外科系统不同科室分别进行分类#对污染菌统计分析#

其中内科系统中污染率最高的科室为血液透析中心!送检样本

数
)'&

例#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
#%("@

%其次为重症医学

科$

<1Z

&#送检样本数
$"(A

例#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

#%#$@

%外科系统中污染率最高的科室为乳腺科!送检样本数

4(

例#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
#%$'@

%其次为骨科!送检样本

数
$&T

例#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
"%A#@

)

B%D

!

污染菌菌株分布结果
!

#'"$_#'"T

年污染菌菌株分布

以单瓶血培养检出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其中表皮葡萄

球菌占
$"%$'@

$

""$

"

$&"

&#人葡萄球菌占比
$#%)"@

$

""(

"

$&"

&%按内科和外科系统分别对污染菌分布进行统计#内科系

统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污染为主#其中表皮葡萄球菌占比

$$%))@

$

"'"

"

$'#

&#人葡萄球菌占比
$)%""@

$

"'$

"

$'#

&%外科

系统也是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污染为主#其中人葡萄球菌占

比
#$%($@

$

")

"

TA

&#表皮葡萄球菌占比
#'%$)@

$

"#

"

TA

&)

C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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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_#'"T

年血培养污染情

况的统计#

$

年来总污染率为
"%')@

#据有关文献报道#因污染

导致的假阳性血培养率在
'%&@

#

&%'@

'

4

(

#国内调查的血培

养污染率最高可达
"'@

以上'

A3"'

(

)这样对于一些血培养为污

染菌的患者就造成了抗菌药物滥用从而使患者耐药的概率增

加#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浪费医疗资源)相关研究表明血培

养为污染菌的额外医疗开支估计每人在
"'''

#

"''''

美

元'

""

(

)说明血培养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应积极采取控制措施#

有效降低血培养的污染)

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_#'"T

血培养污染菌从不同

年度*季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T

年血培养污染率得到明显

控制#该年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对临床护理人员如何规

范采集血培养样本加大了培训力度#同时护理人员无菌穿刺及

对培养瓶口消毒意识的增强#对空气环境菌的有效监控#使得

该年污染率整体比
$

年平均污染率低#表明采血操作规范化能

够有效降低血培养污染率)血培养污染率在季度分布上变化

不大)说明人员的更替及季节的变化并没有造成血培养污染

率的改变)

针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_#'"T

年共计
$&"

株污染

菌#从内*外科两大系统及各自不同科室进行统计)内科系统

污染率
"%'&@

#外科系统污染率
'%A&@

#内科系统污染率最高

的科室为血液透析中心!送检样本数
)'&

例#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
#%("@

%其次为
<1Z

#送检样本数
$"(A

例#污染样

本数
("

例#污染率
#%#$@

)外科系统中污染率最高的科室为

乳腺科!送检样本数
4(

例#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
#%$'@

%

其次为骨科!送检样本数
$&T

例#污染样本数
(

例#污染率

"%A#@

)应重点加强对血透中心*

<1Z

*乳腺科及骨科护理人

员规范化采血的培训)

针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_#'"T

年共计
$&"

株污染

菌菌株分布统计#以单瓶血培养检出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

主#其 中 表 皮 葡 萄 球 菌 占 比
$"%$'@

#人 葡 萄 球 菌 占 比

$#%)"@

)按内*外科系统污染菌菌株分布统计#内科系统以表

皮葡萄球菌污染为主#占比
$T%''@

#人葡萄球菌污染占比

$#%T'@

%外科系统以人葡萄球菌污染为主#占比
$#%$'@

#表

皮葡萄球菌污染占比
#&%("@

)说明内*外科系统在血培养污

染菌菌株分布上略有不同#因此内*外科系统若血培养检出表

皮葡萄球菌及人葡萄球菌时#应结合临床资料#综合病情#考虑

为污染菌的可能性大)

造成血培养污染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血

液样本采集时未能按照规范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因此对临床护

理人员需加强规范化采血培训#同时采血方法*采血过程中对

消毒剂的选择*对患者皮肤的消毒作用时间*对培养瓶口的消

毒作用时间及对空气环境菌的控制程度等都可能造成血培养

污染#利用预先包装的皮肤消毒包和乙醇类消毒剂是被推荐的

减少血培养污染的方法'

"#

(

)王海燕等'

"$

(通过对未规范化操

作和规范操作采集到的血培养样本进行分析#规范采集血培养

样本能够有效降低血培养标本污染的发生率#可以将污染率从

#%'4@

下降至
'%T'@

)

总之#医院血培养污染率较高#污染途径多种多样#血培养

污染问题不容忽视)了解医院血培养污染率的变化趋势#可为

血培养污染控制提供依据#对污染菌菌群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将有助于指导和帮助临床医生合理选择用药*避免因抗菌药物

的滥用造成更多耐药菌株的出现)如何合理应用抗菌药物仍值

得探讨#经验性用药仍很常见#所以关注血培养污染菌的分布和

变迁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感染率也是必要的) $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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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中的清蛋白水平很低)但患者发生代谢紊乱*炎性反应*

免疫损伤等后#肾小球滤过膜的静电排斥力下降#经肾小球滤

过的清蛋白量明显升高'

")

(

)因此#尿
=*>O

可作为反映糖尿

病患者肾损伤的敏感指标'

"T

(

)当前#临床采用尿
=*>O

水平

变化来判断患者肾损害程度#并作为
6S

分期的标准)本组

中#

6S

组患者尿
=*>O

水平显著高于
S6S

组和对照组#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提示了患者肾脏功能出现损害

后#尿
=*>O

水平显著升高)

S6S

组#虽然尿蛋白为阴性#但

患者尿
=*>O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H

%

'%'T

&#说明糖尿病患者在尿蛋白阴性时#即出现了肾脏功

能损伤)进一步诊断能效分析显示!血清
1

H

C1

*

&

#

3Vb

*

=*>O

诊

断
6S

的特异度分别为
4"%$@

*

T$%"@

*

(&%&@

%

*Z1

分别为

'%4AA

*

'%(T"

*

'%4&"

#提示了血清
1

H

C1

的诊断效能最高)

综上所述#定期检查糖尿病患者血清
1

H

C1

*

&

#

3Vb

和尿

=*>O

水平#利于糖尿病*

6S

发生*发展的监控#对
6S

的早期

筛查*防治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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