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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血流感染是由病原菌侵入人体后大量生

长繁殖并随血液循环到达身体各处$产生毒素引起的

全身性感染疾病&

!

'

%血液培养是诊断细菌性血流感

染的,金标准-$但临床也发现血液培养存在检测时间

长#阳性率偏低等缺点$不能较快做出判断$影响后续

治疗$不利于预后&

"

'

%在细菌感染发生初期$血清降

钙素原(

3P2

)#

P

反应蛋白(

P03

)和白细胞介素
/)

(

JL/)

)均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升高$临床监测中往往仅

需要几小时就能够获得结果$然而上述单项指标检测

往往存在灵敏度#特异度均不足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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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了
""1

例疑似细菌性血流感染患者的临

床资料$依据血液培养结果对阳性#阴性患者的血清

3P2

#

P03

及
JL/)

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不同炎症指标

联合检测在细菌性血流感染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西

安市长安区医院进行治疗的
""1

例疑似细菌性血流

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血液培

养结果分为阳性组(

&c(1

)和阴性组(

&c!&%

)%阳性

组男
1&

例$女
$"

例$患者年龄
1

!

'$

岁$平均

(

$'#".d'#1!

)岁*阴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d'#)(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1

)$具有

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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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血液培养方法!于清晨抽取所有患者空

腹
'5

以上静脉血液约
':L

(成人)或
1:L

(儿童)$并

于
"$5

内在
&

个不同部位静脉各采集一次标本$共采

集
).1

个培养瓶$将经过全自动血液细菌培养仪

(

L4IS2401%

型$山东鑫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培养阳性的标本转种于血平板上$培养
!"

!

"%5

$而

后取单个菌落配置成
%#1

麦氏的菌悬液$采用全自动

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法国梅里埃
NJ2Y_"

PA:

>

=<7

)进行鉴定$培养
1;

后无阳性报警则认定为

阴性%根据血液培养结果将患者分为阴性组和阳

性组%

测量血清内
3P2

#

P0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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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于清晨取

1:L

患者空腹静脉血液静置$凝固后放入离心分离机

内以
&%%%?

"

:+-

离心
!% :+-

$取上层清液置于

f"%j

中保存$备用%采用特定蛋白分析系统(美国

贝克曼库尔特
JMM4̀ Y'%%

)$以免疫比浊法检测血

清
P03

水平$灵敏度为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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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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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时判定为阳性*采用免疫荧光定量检测仪(济南

久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免疫层析法检测血清
3P2

水平$检测范围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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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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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时判定为阳性*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

贝克曼库尔特
4\'1%%

)检测血清
JL/)

水平$检测范

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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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判定

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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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记录两组患者血清内
3P2

#

P03

和

JL/)

水平%以血液培养阳性结果作为金标准$计算各

项检测方法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灵敏度(

[

)

c

真阳性"(真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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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阴性)

k

!%%[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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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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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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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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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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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阴性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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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阴性"(真阴性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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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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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较
3P2

#

P0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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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细菌性血流感染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

预测值%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3SS""#%

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1dA

来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的形式表示$采用
!

" 检验%

以
G

$

%#%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血培养结果
"

在
""1

例患者的血液培养结果

中$共有
(1

例患者的血液培养结果呈阳性$分离出致

病菌
!%&

株$其中以革兰阳性球菌居多 (

)!

株$

1(#""[

)$检出率较高的菌种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

&%

株$

"(#!&[

)#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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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溶血

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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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血清内
3P2

#

P03

和
JL/)

水平比较
"

阳性

组患者血清内
3P2

#

P03

和
JL/)

水平均显著高于阴

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1

)%见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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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血清内
3P2

(

P03

和
JL/)

水平比较%

1dA

&

组别
& 3P2

(

>9

"

:L

)

P03

(

:

9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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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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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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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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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

#

P0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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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的灵敏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比较
"

P03

单独

检测细菌性血流感染灵敏度最高$为
(%#!)[

*

JL/)

单

独检测特异度最高$为
'"#1([

$且其阳性预测值和阴

性预测值均高于
P03

和
3P2

*

3P2

#

P03

和
JL/)

联

合检测时$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均显著高于
&

项指标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G

$

%#%1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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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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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

(

P03

和
JL/)

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的灵敏度(

"""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

&

检测指标 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3P2 ..#&! .(#"' 1.#!1 ).#$&

P03 (%#!) "&#.1 &%#$) ."#'1

JL/) '$#)& '"#1( )1#(" '&#!.

3P2eP03eJL/)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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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3P2

#

P03

#

JL/)

单项检测比较$

=

G

$

%#%1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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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血流感染疾病是一种严重的全身感染性

疾病$在发病初期往往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血液

培养作为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的,金标准-$但由于其

检测时间较长#准确率偏低等缺点$往往对后续诊治

造成影响&

1/)

'

%有研究表明$血培养次数和采血量对

检出阳性率影响较大&

.

'

$当采血量达到标准体积$即

.

!

!%:L

时$血培养阳性率显著增加$

"$5

内进行

&

!

$

次培养$能够有效降低假阳性和假阴性出现的概

率$其病原体阳性检出率可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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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

作为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前体$其在健康人

体血液中的水平极低%当机体受细菌#真菌#寄生虫

等感染时$血浆
3P2

会在数小时内迅速升高$并在

&

!

$5

后可被检出&

'

'

$且由于其稳定性较强$加之在

细菌和病毒感染的鉴别中具有很高特异度$常作为诊

断细菌感染的重要指标&

(

'

%本次血培养结果呈阳性

患者的血清内
3P2

水平显著高于阴性者$证实细菌

性血流感染患者体内
3P2

水平较高*同时$

3P2

检测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

.(#"'[

$进一步证

实
3P2

可作为内科感染性疾病常用的鉴别诊断指

标$但存在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稍低的缺点%

P03

是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当机体组织损伤或

病原菌#病毒等物质入侵时$血清中
P03

水平急剧上

升$细菌性血流感染发生数小时后就会出现明显升

高$之后几小时内即可被检出为阳性$且患者感染病

毒后其水平并不升高&

!%

'

%本次血培养结果呈阳性患

者的血清
P03

水平显著高于阴性者$提示细菌性血

流感染患者体内存在炎性反应%虽然
P03

诊断细菌

性血流感染灵敏度较高$为
(%#!)[

$但难以对革兰阳

性球菌和革兰阴性杆菌进行鉴别诊断$特异度较低$

只有
"&#.1[

%因此$

P03

可作为血流感染患者早期

诊断预判之一$但临床确诊和指导用药仍需做其他

检查%

JL/)

作为活化后
2

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产生的细

胞因子$可促进
I

细胞产生抗体$也是参与机体炎性

反应的主要细胞因子$其水平往往标志着细胞因子级

联反应是否被激活&

!!

'

%在机体发生感染数小时后$可

见其
JL/)

水平迅速升高$几小时后即可被检出为阳

性&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培养结果呈阳性的患者$

其体内的
JL/)

水平显著增高$且远远高于结果呈阴性

者$其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高于
P03

和
3P2

%

尽管
JL/)

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

高于
P03

单项检测$但阳性预测值仍不太理想%

3P2

#

P03

和
JL/)

均属于非特异性感染指标$单

独检测细菌性血流感染时均存在一定缺点$不足以辅

助确诊%本研究发现$采用
3P2

#

P03

和
JL/)

联合检

测细菌性血流感染灵敏度和特异度高达
(1#".[

和

(!#&$[

$阴性预测值甚至达到
!%%#%%[

$阳性预测值

也显著高于
&

项指标单独检测%其原因可能是
3P2

在感染约
$5

后开始释放$到
'

!

"$5

后才进入稳定

期$若细菌感染处于初期$其检测价值有限$而
JL/)

在

细菌感染
"5

即可达到峰值$可以弥补
3P2

的缺点$

对感染初期具有较高提示价值&

!&

'

$加之
P03

对诊断

细菌感染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对鉴别病毒和细菌感染

具有较高提示性$

&

个指标可以实现互补$联合检测能

明显提高诊断细菌性血流感染的准确性&

!$

'

%且
&

项

指标均可在
!;

内得出检测报告$其诊断时间明显短

于血液培养$有利于细菌性血流感染的早期诊断和用

药治疗%

=

"

结
""

论

""

3P2

#

P03

和
JL/)

联合检测能够更加快速#准确

地对细菌性血流感染进行早期诊断$以便及时#有效

地对临床合理用药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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