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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比较四种药敏试验方法检测替加环素对鲍曼不动杆菌的敏感性'方法
!

将临床分离的
4%

株耐碳青霉烯鲍曼

不动杆菌"

"O:P

&分别用纸片扩散法%

X(;ZT%"<G

E

AJ?

仪器法%

Z#?>8?

法%

1("

测试条"

1;.

&法检测其体外对替加环素的敏感

性!参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

-̀ :

&的折点判断!分析四种药敏试验方法之间的差异性'结果
!

4%

株
"O:P

纸片扩散法的敏感

率%中介率%耐药率分别为
'&*&&5

%

+V*,$5

%

$*)25

$

X(;ZT%"<G

E

AJ?

仪器法的敏感率%中介率%耐药率分别为
,2*++5

%

%2*$45

%

$*)25

$

Z#?>8?

法的敏感率%中介率%耐药率分别为
),*$$5

%

%,*)25

%

)4*'&5

$

1;.

法的敏感率%中介率%耐药率分别为

2V*,$5

%

$*)25

%

&*&&5

'与
1;.

法比较!

Z#?>8?

法%纸片扩散法%

X(;ZT%"<G

E

AJ?

仪器法的分类一致率分别为
),*$$5

%

'$*)25

%

4&*V)5

'结论
!

对
"O:P

菌株!不同药敏试验方法之间存在差异!

Z#?>8?

法%纸片扩散法与
1;.

法之间的一致性较低'

"O:P

菌株纸片扩散法%

X(;ZT%"<G

E

AJ?

仪器法%

Z#?>8?

法检测中介或耐药菌株需用
1;.

法或肉汤稀释法确认'

关键词"替加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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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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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重耐药菌在院内感染中呈日趋增长的趋势#其

耐药性及顽固的定植性#给临床治疗及感染控制带来巨大的挑

战)有研究证明#替加环素对临床棘手的多重耐药菌#如耐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1O.: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

XOZ

&*

鲍曼不动杆菌*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Z.PU8

&大肠埃希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均有较好的体外抗菌活性'

$#%

(

)替加环素因其具有

广谱抗菌活性被临床用于重症感染的治疗中#但替加环素理化

性质不稳定#导致该药的体外敏感性检测存在较多的难点和操

作误区'

)

(

)为了探讨不同药敏试验方法之间的差异性#本文选

择了
4%

株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分别采用纸片

扩散法*

X(;ZT%"<G

E

AJ?

仪器法*

Z#?>8?

法和
1("

测试条

$

1;.

&法进行替加环素体外药敏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C

!

材料与方法

C*C

!

菌株来源
!

收集
%&$)

年
V

月至
%&$+

年
'

月院内感染非

重复的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

"O:P

&

4%

株)标准质控菌

株!大肠埃希菌
:;""%'2%%

用于替加环素药敏纸片*

Z#?>8?

法*

1;.

法*

X(;ZT%:.;#!Y$,

卡常规质控)

C*D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细菌鉴定与药敏分析仪
X(;ZT%

"<G

E

AJ?

购于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1/

培养基购于温州康

泰生物公司$进口分装美国
P̀

公司
1/

琼脂干粉&#批号

%%2,$+,

#有效期至
%&$4

年
4

月)药敏试验纸片*纸条或板卡!

替加 环 素 药 敏 纸 片 购 于 意 大 利
U7<I7CJK>G

公 司#批 号

&+%V$+&,2

%

Z#?>8?

条购于法国梅里埃公司#批号
$&&$4++4)&

%

1;.

条 购 于 意 大 利
U7<I7CJK>G

公 司#批 号
&)$$$)&))

%

X(;ZT% :.;#!Y$,

卡 购 于 法 国 梅 里 埃 公 司#批 号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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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点标准
!

1("

结果参照
-̀ :

标准#

1("

$

%G

@

"

U

为

敏感$

.

&#

+G

@

"

U

为中介$

(

&#

%

VG

@

"

U

为耐药$

O

&)纸片法参

照
W<9>8

标准#抑菌圈直径
%

$,GG

为
.

#

$)

#

$'GG

为
(

#

$

$%GG

为
O

'

)#+

(

)

C*F

!

数据分析
!

基本一致率$

Z:

&!两种方法检测的
1("

值

相同或相差
\$

个稀释度%分类一致率$

":

&!按相同折点标准#

+

V2$$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4

年
'

月第
)V

卷第
2

期
!

(9?WUAF1>D

!

1A

H

%&$4

!

X<C*)V

!

Y<*2



.

*

(

*

O

一致的菌株比例%小误差$

GZ

&!菌株在同一折点判定标准

下#被评估方法将中介判定为敏感或耐药%大误差$

1Z

&!使用同

一折点判定标准#被评估方法将敏感判定为耐药#即.假耐药/%

重大误差$

X1Z

&!使用同一指点判定标注#被评估方法将耐药

判定为敏感#即.假敏感/)

"U.(

规定可接受的误差范围!

":

和

Z:

%

2&5

#

X1Z

$

$*'5

#

1Z

$

)5

#

GZ

$

$&5

)

D

!

结
!!

果

D*C

!

四种药敏试验方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敏感性的分

布
!

4%

株
"O:P

菌株#

1;.

法的敏感率最高#占
2V*,5

$

4$

"

4%

&%纸片扩散法的中介率最高#占
+V*,5

$

)'

"

4%

&%

Z#?>8?

法的

耐药率最高#占
)4*'5

$

%4

"

4%

&)四种药敏试验方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敏感性的分布见表
$

)

表
$

!!

四种药敏试验方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

!!!

敏感性分布(

%

%

5

&)

药敏方法 敏感 中介 耐药

纸片法
),

$

'&*&&

&

)'

$

+V*,$

&

$

$

$*)2

&

仪器法
'&

$

,2*++

&

%$

$

%2*$4

&

$

$

$*)2

&

Z#?>8?

法
%,

$

),*$$

&

$2

$

%,*)2

&

%4

$

)4*'&

&

1;.

法
4$

$

2V*,$

&

$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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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药敏试验方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的
1("

比较

!

仪器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的
1("

'&

*

1("

2&

分别为
%*&

*

+*&G

@

"

U

%

Z#?>8?

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的
1("

'&

*

1("

2&

分

别为
,*&

*

$,*& G

@

"

U

%

1;.

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的

1("

'&

*

1("

2&

分别为
$*'

*

%*&G

@

"

U

)三种药敏试验方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的
1("

比较见表
%

)

表
%

!!

三种药敏试验方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的

!!!

1("

比较%

G

@

$

U

&

药敏方法
1("

范围
1("

'&

1("

2&

仪器法
&*'

#

V*& %*& +*&

Z#?>8?

法
&*%'

#

%', ,*& $,*&

1;.

法
&*$2

#

+*& $*' %*&

D*E

!

药敏试验方法的误差统计学分析
!

以
1;.

法为参考方

法#按照
-̀ :

判断标准#仪器法*

Z#?>8?

法的基本一致率$

Z:

&

分别为
V,*$$5

*

)4*'&5

%纸片法*仪器法*

Z#?>8?

法的分类一

致率$

":

&分别为
'$*)25

*

4&*V)5

*

),*$$5

%三种药敏方法均

无重大误差$

X1Z

&%纸片法*仪器法*

Z#?>8?

法的大误差$

1Z

&

分别为
$*)25

*

$*)25

*

+V*,$5

%纸片法*仪器法*

Z#?>8?

法的

小误差$

GZ

&分别为
$*)25

*

&*&&5

*

$*)25

)纸片法*仪器

法*

Z#?>8?

法与
1;.

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敏感性的方法

学误差比较见表
)

)

表
)

!!

纸片法#仪器法#

Z#?>8?

法与
1;.

法检测
"O:P

对

!!!

替加环素敏感性的方法学误差比较%

5

&

药敏方法
Z:

-̀ :

折点判断

X1Z 1Z GZ ":

纸片法
^ &*&& $*)2 $*)2 '$*)2

仪器法
V,*$$ &*&& $*)2 &*&& 4&*V)

Z#?>8?

法
)4*'& &*&& +V*,$ $*)2 ),*$$

!!

注!

^

表示无数据)

E

!

讨
!!

论

E*C

!

替加环素药敏试验影响因素
!

纸片扩散法#文献报道主

要受培养基的品牌*配制时间*药敏纸片的避光保存等因素的

影响'

)

#

'

(

)本实验室
1/

培养基为进口分装美国
P̀

公司
1/

琼脂干粉#且每周配制
$

次#药敏纸片储存用
^+&j

冷冻#取

出
$

周用量的纸片用锡纸包裹放
+j

冷藏#在试验过程中尽量

减少这些影响因素的干扰)仪器法*

Z#?>8?

法*

1;.

法要在药

敏板条质控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O:P

菌株的检测#还应注意

Z#?>8?

法*

1;.

法检测结果的正确判读)肉汤稀释法目前被

认为是检测替加环素体外药物敏感性的金标准#但因其母液配

制过程的严格避光要求及操作繁琐不易在常规工作中开展'

)

(

%

也有学者研究证实#替加环素液体制剂形式在实验室和临床操

作过程中无须严格避光#日光灯源可直接作为照明光源'

,

(

)这

些有争议的影响因素#仍需进一步的试验验证)

E*D

!

鲍曼不动杆菌替加环素药敏试验不同方法之间的结果分

析
!

4%

株
"O:P

菌株#不同的药敏试验方法中#敏感率最高的

是
1;.

法$

2V*,$5

&#其次是仪器法$

,2*++5

&*纸片法

$

'&*&&5

&*

Z#?>8?

法 $

),*$$5

&%中介率 最 高 的 是 纸 片 法

$

+V*,$5

&#其次是仪器法$

%2*$45

&*

Z#?>8?

法$

%,*)25

&*

1;.

法$

$*)25

&%耐药率最高的是
Z#?>8?

法$

)4*'&5

&*其次

是纸片法$

$*)25

&*仪器法$

$*)25

&)三种药敏试验方法$仪

器法*

Z#?>8?

法*

1;.

法&检测
"O:P

对替加环素的
1("

#

1;.

法的
1("

'&

*

1("

2&

分别为
$*'

*

%*&G

@

"

U

#明显低于仪器法

$

%*&

*

+*&G

@

"

U

&*

Z#?>8?

法$

,*&

*

$,*&G

@

"

U

&)由此可见#

"O:P

菌株替加环素药敏试验#不同方法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

E*E

!

替加环素不同药敏试验方法间的差异性分析
!

专家共识

中推荐以肉汤稀释法为参考方法#同时也确定
1;.

法与肉汤

稀释法有很好的重复性'

)

(

)故本研究的实验数据分析以
1;.

法为参考#参照
-̀ :

折点判断#比较纸片法*

Z#?>8?

*仪器法三

种药敏试验方法的一致率与误差率)基本一致率的比较#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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