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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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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检测结果可能存在

误差(该如何校正呢,

!"#

法在临床中的应用基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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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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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_

"

AQ

的菌悬液'将

准备好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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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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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的菌悬液(倍比稀释至终

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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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后的菌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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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VZ

%

孵箱孵育
%3

#

3+=

'最后做菌落计

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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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板内接种的

菌量在规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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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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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菌悬液制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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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读并记录药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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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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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处于对数生长期的新鲜

单克隆
,-

菌落(将
,-

溶于
(&01

无菌生理盐水中(

用比浊仪将菌液调整至
(&4

个麦氏单位'用无菌棉

签浸入调节好的
,-

悬液(将多余
,-

悬液在管壁上

挤出(在琼脂平板上反复涂布
.

次(每次旋转平板

'(̀

(最后沿平板周围涂两圈(保证涂布均匀'平板在

室温下干燥
.

#

4A68

后(将氨苄西林药敏纸片贴在琼

脂平板上(各纸片中心相距应大于
%3AA

(纸片距平

板
!

缘应大于
$4AA

(一旦贴在某一位置(不再变动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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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贴有纸片的琼脂平板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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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游标卡尺量取最小

抑菌圈直径(根据
VQW-%($'

年标准判读并记录药敏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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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

血杆菌药敏试验板条的操作说明书对氨苄西林进行

药敏试验(用
)*#

细菌鉴定和药敏仪读取结果'药

敏结果判断依据
VQW-%($'

年标准)

$.

*执行'具体操

作步骤如下!挑选处于对数生长期的新鲜单克隆
,-

菌落(配制成
(&4

个麦氏单位的菌悬液(用微量移液

器移
4(

&

Q

菌悬液于标准液中(将含菌悬液的试管放

至振荡仪器上振荡(使其充分混合均匀(用微量移液

器将
$.4

&

Q

菌悬液分别加样于
)*#

药敏条空白对

照孔及含抗菌药物药敏孔(将
)*#

药敏条放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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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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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孵箱孵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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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空白对照(根据

加样孔中是否有细菌生长判断
,-

对其敏感性(若
,-

生长判读为耐药(无
,-

生长则判读为敏感'

B&G

"

药敏质控
"

依据
VQW-%($'

年标准(肉汤稀释

法检测
,-

$

)*VV30%3/

%对氨苄西林的
N-V

值为
%

#

+

&

K

"

AQ

&

!"#

法检测大肠埃希菌$

)*VV%40%%

%对氨

苄西林的最小抑菌圈直径为
$4

#

%%AA

&

)*#

法检

测标准
,-

$

)*VV30%3/

%对氨苄西林的
N-V

值为
%

#

+

&

K

"

AQ

&每次实验质控菌株的最小抑菌圈直径或

N-V

值在以上范围内(才能记录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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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结果的一致性分析
"

本研究以肉汤稀释法

为参考方法(分析
!"#

法和
)*#

法的药敏结果与肉

汤稀释法的一致性'分析参数如下!一致率为
!"#

法

或
)*#

法与肉汤稀释法所得敏感$

W

%+中介$

-

%+耐药

$

9

%结果一致的例数除以总例数&极重大误差率为
!"

#

法或
)*#

法结果为
W

(而肉汤稀释法结果为
9

的

例数除以肉汤稀释法结果为
9

的例数&重大误差率为

!"#

法或
)*#

法结果为
9

(而肉汤稀释法为
W

的例

数除以肉汤稀释法结果为
W

的例数&次要误差率为肉

汤稀释法结果为
9

或
W

而
!"#

法或
)*#

法结果为
-

的例数(加上肉汤稀释法结果为
-

而
!"#

法或
)*#

法结果为
9

或
W

的例数除以总例数'

B&I

"

生物学分型及
!

"

内酰胺酶检测
"

挑选处于对数

生长期的新鲜单克隆
,-

菌落(将
,-

溶于
(&01

无菌

生理盐水中(用比浊仪将菌液调整至
.

个麦氏单位'

加入
S,

鉴定条并放置普通孵箱
./]

孵育
3=

'通

过显色反应(根据赛默飞世尔生物有限公司细菌鉴定

软件判断结果'通过吲哚试验+尿素酶试验和鸟氨酸

脱羧酶试验反应的不同(按文献)

$(

*所述方法将
,-

分为
+

种$

'#(

%生物型'采用头孢硝基酚显色反

应法检测
,-

的
!

"

内酰胺酶'将头孢硝基酚纸片用无

菌水湿润(涂适量
,-

于湿润的纸片上'

$(A68

后观

察纸片颜色(若纸片显示红色(

!

"

内酰胺酶为阳性&若

纸片不变色(

!

"

内酰胺酶则为阴性'

B&J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aWW$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进行配对
!

% 检验(样

本量小于
3(

或有格子的期望频数小于
$

时(采用

M,H'.@

精确概率法'运用
N(

??

(

检验做方法的一致

性分析(

N(

??

(

$

(&/4

时(表明一致性好&

(&/4

%

N(

??

(

$

(&3(

时(表明一致性一般&

N(

??

(

&

(&3(

时(表明一致性较差'以线性回归检验肉汤稀释法

N-V

值与
!"#

法抑菌圈直径的相关性'

C

"

结
""

果

C&B

"

)*#

法+

!"#

法与肉汤稀释法药敏结果的一致

性比较及误差分析
"

!"#

法和肉汤稀释法检测由同

一组人完成(尽可能降低实验的系统误差'

)*#

法

实验虽由
3

家不同医院独立完成(但均采用统一的试

剂和操作规程(经四格表
!

% 检验显示(

3

家医院
)*#

法实验结果与肉汤稀释法结果的一致率并无统计学

意义$

!

%

(&(4

%(实验结果具有可比性'

肉汤稀释法+

!"#

法+

)*#

法检测
%%+

株
,-

对

氨苄西林药物敏感性的结果见表
$

'肉汤稀释法的

N-V

值与
!"#

法的最 小抑菌圈直径显著 相 关

$

@2X(&/'(

%(见图
$

&

!"#

法与肉汤稀释法检测结果

的一致性一般$

N(

??

(2(&43+

%(一致率为
//&$01

&

)*#

法与肉汤稀释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较差$

N(

?

O

?

(2(&.$/

%(一致率为
/(&$+1

'经配对
!

% 检验(

!"#

法与
)*#

法的一致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04

(

!2(&(+0

%(但将两者联合可将检测的一致率

提高至
+'&(1

(明显高于
)*#

$

!

%

2$'&'((

(

!2

(&(((

%或
!"#

法$

!

%

24&+./

(

!2(&($'

%'在结果误

差方面(

)*#

法的重大误差率$

3%&(1

%明显高于
!"#

法$

$(&(1

%$

!

%

2$.&.('

(

!2(&(((

%&

!"#

法与
)*#

法的次要误差和极重大误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2$&%(+

(

!2(&%/%

&

!

%

2$&$+%

(

!2(&%//

%'见

表
%

'

C&C

"

!"#

法能对
)*#

法的重大误差和极重大误差

结果进行校正
"

)*#

法有
/'&$01

的重大误差可被

!"#

法校正'被校正的菌株均为
!

"

内酰胺酶阴性

$

$'

"

$'

%(明显高于未被校正$

%

"

4

%的菌株(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

)*#

法有
4.&4/1

$

$4

"

%+

%的极重大误差可被

!"#

法校正'被校正的菌株中(

!

"

内酰胺酶阳性菌株

占
+'&'/1

$

$.

"

$4

%(而未被校正的菌株均为
!

"

内酰胺

酶阴性$

$.

"

$.

%(二者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将
!

"

内酰胺酶与生物学分型结合分析(

!

"

内

酰胺酶阳性的
)

型菌株均可被校正$

/

"

/

%(明显高于

未被校正的菌株$

$

"

0

%(二者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

C&D

"

!"#

法不能对
)*#

产生的次要误差结果进行

校正
"

共有
$0

株经肉汤稀释法测定为
-

(其中
3

株的

)*#

结果可被
!"#

法校正$仅占
%$&(41

%'在不能

校正的菌株中(

$%

株被
!"#

法判定为
W

(

.

株为
9

&而

)*#

法判定为
W

的则为
/

株(

9

为
$%

株'校正和未

校正菌株间
!

"

内酰胺酶和生物学分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2(&4.

(

!2(&34+

%'

表
$

""

.

种实验方法检测
,-

对氨苄西林的

"""

药敏试验结果#

)

$

)2%%+

%

方法
药敏结果

W - 9

肉汤稀释法
4( $0 $40

!"#

法
// $4 $.'

)*#

法
'3 ( $'3

""

注!

VQW-

对氨苄西林的判读标准(

N-V

&

%

&

K

"

AQ

时判为
W

&

N-V

为
%

#&

3

&

K

"

AQ

时判为
-

&

N-V

$

3

&

K

"

AQ

时判为
9

图
$

""

肉汤稀释法和
!"#

法对氨苄西林的

药敏结果的线性相关性分析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0

卷第
3

期
"

-8<PQDGNB>

!

OBG:@D: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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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



表
%

""

.

种实验方法对氨苄西林药敏结果一致性的比较#

)2%%+

%

方法
肉汤稀释法$

)

%

W - 9

结果解释)

1

$

)

"

)

%*

一致率 次要误差率 重大误差率 极重大误差率

)*#

法

"

W %0 / %+ /(&$+

$

$'(

"

%%+

%

+&..

$

$0

"

%%+

%

3%&((

$

%$

"

4(

%

$/&'$

$

%+

"

$40

%

"

- ( ( (

"

9 %$ $% $.$

!"#

法

"

W 33 $% %$ //&$0

$

$/'

"

%%+

%

$$&3(

$

%'

"

%%+

%

$(&((

$

4

"

4(

%

$.&%$

$

%$

"

$40

%

"

- $ 3 $(

"

9 4 . $%+

!

%

%&+04 $&%(+ $.&.(' $&$+%

! (&(+0 (&%/% (&((( (&%//

D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
!"#

法还是
)*#

法(分析

,-

对氨苄西林药敏情况的准确性上均存在不足'

)*#

法判定为
9

的菌株中(有
3%&(1

$

%$

"

4(

%会带来

重大误差&判定为
W

的菌株中(有
$/&'1

$

%+

"

$40

%会

带来极重大误差'如果将
)*#

法与
!"#

法联合(则

可以将检测结果的总体一致率提高至
+'&(1

(这说明

!"#

法会对
)*#

法产生的某些误差进行合理校正'

)*#

法判定为
9

的菌株(要进一步检测其
!

"

内酰胺

酶&若菌株
!

"

内酰胺酶为阴性(则建议采用
!"#

法进

行校正(数据分析表明(最终有
++&01

$

$'

"

$+

%的结果

可以被确认'对
)*#

法判定为
W

的菌株(也要进一

步检测其
!

"

内酰胺酶&如果菌株的
!

"

内酰胺酶显示为

阳性(则务必采用
!"#

法进行校正(统计数据表明(全

部$

$.

"

$.

%的校正结果最终可以被确认'

被肉汤稀释法判定为
W

的
$0

株菌株中(

)*#

法

判定为
9

的占
'.&%1

$

$%

"

$0

%(而
!"#

法判定为
9

的

仅占
$4&+1

$

.

"

$0

%(二者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2(&((/

%'以上结果说明(在氨苄西林药敏试验

中(

!"#

法更容易将对氨苄西林敏感的菌株药敏表型

判定为
W

'这或许是
!"#

法能够将
)*#

法产生重大

误差中
!

"

内酰胺酶阳性的耐药菌株校正为
W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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