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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血培养阳性标本的菌群分布及报阳时间，为实验室病原菌诊断及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

据。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５—１１月某院临床各科室送检的血标本，记录血培养报阳时间并将所获得病原菌鉴定至

菌种。结果　从血培养标本中共分离１５７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占３１．８５％，革兰阴性杆菌占５７．３２％，真

菌占１０．８３％。培养阳性病原菌及其报阳的中位时间分别为：肠杆菌科细菌０．５０ｄ，非发酵菌０．６３ｄ，肠球菌属

０．６０ｄ，链球菌属０．８０ｄ，葡萄球菌属１．０１ｄ，真菌１．４４ｄ。结论　血培养阳性标本报阳时间从早到晚依次是：肠

杆菌科细菌、肠球菌属、非发酵菌属、链球菌属、葡萄球菌属、真菌。引起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均在４ｄ内仪器阳性报

警，大多数病原菌在１ｄ内报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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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血培养检测病原菌是菌血症、败血症诊断

中必不可少的依据，近年来由于各种侵人性操作增

多，器官移植大量开展，肿瘤化学治疗患者的增加，血

培养已成为血流细菌感染诊断和危重患者病情监测

的重要手段［１］。为了解血培养阳性标本的菌群分布

及报阳时间，为实验室病原菌的诊断以及临床制定

经验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对此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

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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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２０１５年５—１１月本院临床各科室

送检的同时进行需氧及厌氧培养的血标本。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ＢａｃＴ／Ａｌｅｒｔ３Ｄ４８０全自动血培

养仪及配套的血培养瓶、ＶＩＥＴ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全自动

微生物鉴定仪及配套的鉴定板均购自法国生物梅里

埃公司。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标本的采集与培养　按临床微生物血培养

操作规范进行标本的采集与培养［１］。

１．３．２　标本的处理　仪器报警阳性，记录标本报阳

时间，并立即取样涂片染色和转种血／麦康凯平板，

置３５℃、５％的二氧化碳培养箱内培养１８～２４ｈ，涂

片结果立即向临床报告。

１．３．３　病原菌鉴定　病原菌经ＶＩＥＴ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鉴定，操作过程严格按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质控菌株为金黄色

葡萄球 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霍 米奇肠 杆 菌 ＡＴＣＣ

７００３２３、大肠埃希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铅黄肠球菌

ＡＴＣＣ７００３２７。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ＷＨＯＮＥＴ５．０和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病原菌分布　共分离１５７株病原菌，其中革兰

阳性球菌５０株（３１．８５％），革兰阴性杆菌９０株

（５７．３２％），真菌１７株（１０．８３％）。革兰阳性球菌以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ＣＮＳ）居多，占１５．９２％，其次

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属，分别占５．７３％、

３．８２％。革兰阴性杆菌中，主要为大肠埃希菌

（１７．２０％），其次为肺炎克雷伯菌（１５．９２％）。血培

养病原菌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５７株血培养病原菌分布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５７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ｓ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病原菌 株数 构成比（％） 病原菌 菌株数 构成比（％）

革兰阴性杆菌 ９０ ５７．３２ 　头状葡萄球菌 ４ ２．５５

　大肠埃希菌 ２７ １７．２０ 　人葡萄球菌 １ ０．６４

　肺炎克雷伯菌 ２５ １５．９２ 　耳葡萄球菌 １ ０．６４

　产气肠杆菌 ８ ５．１０ 　山羊葡萄球菌 １ ０．６４

　阴沟肠杆菌 ４ ２．５５ 　缓慢葡萄球菌 １ ０．６４

　黏质沙雷菌 ２ １．２７ 　草绿色链球菌 ５ ３．１８

　木糖氧化产碱杆菌 ２ １．２７ 　无乳链球菌 １ ０．６４

　普城沙雷菌 １ ０．６４ 　缓症链球菌 １ ０．６４

　弗氏柠檬酸杆菌 １ ０．６４ 　停乳链球菌 １ ０．６４

　产酸克雷伯菌 １ ０．６４ 　藤黄微球菌 ２ １．２７

　鲍曼不动杆菌 ７ ４．４６ 　屎肠球菌 ２ １．２７

　铜绿假单胞菌 ５ ３．１８ 　粪肠球菌 ２ １．２７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２ １．２７ 　鹑鸡肠球菌 ２ １．２７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２ １．２７ 真菌 １７ １０．８３

　少动鞘氨鹑单胞菌 １ ０．６４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６ ３．８２

　脑膜炎脓毒黄杆菌 １ ０．６４ 　白假丝酵母菌 ２ １．２７

　亲水气单胞菌 １ ０．６４ 　光假丝酵母菌 ２ １．２７

革兰阳性球菌 ５０ ３１．８５ 　热假丝酵母菌 ６ ３．８２

　表皮葡萄球菌 １０ ６．３７ 　葡萄假丝酵母菌 １ ０．６４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９ ５．７３ 合计 １５７ １００．００

　溶血葡萄球菌 ７ ４．４６

２．２　血培养报阳时间　１５７株血培养病原菌，报阳

时间＜０．５ｄ的病原菌４６株，占２９．３０％；０．５～１ｄ

内的病原菌６６株，占４２．０４％；１～２ｄ内的病原菌

２９株，占 １８．４７％；≥２ｄ 的病原菌 １６ 株，占

１０．１９％。血培养阳性病原菌及其报阳的中位时间

分别为：肠杆菌科细菌０．５０ｄ，非发酵菌０．６３ｄ，肠

球菌属０．６０ｄ ，链球菌属０．８０ｄ，葡萄球菌属

１．０１ｄ，真菌１．４４ｄ。血培养阳性标本报阳时间从

早到晚依次是：肠杆菌科细菌、肠球菌属、非发酵菌

属、链球菌属、葡萄球菌属、真菌。血培养病原菌报

阳时间分布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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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５７株血培养病原菌报阳时间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ｌａｒｍ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１５７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ｂｌｏｏ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病原菌
不同时间段报阳株数

＜０．５ｄ ０．５～ｄ １～ｄ ２～４ｄ
最早时间（ｄ） 最晚时间（ｄ） 中位时间（ｄ）

肠杆菌科１） ３７ ２２ ５ ６ ０．０８ ３．３２ ０．５０

非发酵菌 ５ １２ ３ ０ ０．０８ １．２７ ０．６３

葡萄球菌属２） ４ １４ １３ ５ ０．２２ ２．６２ １．０１

链球菌属 ０ ８ ０ ０ ０．５５ ０．９２ ０．８０

肠球菌属 ０ ５ １ ０ ０．５６ １．９８ ０．６０

真菌 ０ ５ ７ ５ ０．７１ ３．５８ １．４４

合计 ４６ ６６ ２９ １６

　　注：１）包含１株发酵非肠杆菌科的亲水气单胞菌；２）包含２株藤黄微球菌

３　讨论

本院采用ＢａｃＴ／Ａｌｅｒｔ３Ｄ４８０全自动血培养仪

及配套的血培养瓶进行培养，检测原理为当培养瓶

内有微生物生长，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经

过半透膜渗透至瓶底，与固定在瓶底的ＮｏｖｅＬ／ｃｏ２

感应器结合指示剂产生颜色变化，经光电检测得知

二氧化碳变化情况，自动连续记忆并制成曲线图，通

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后，判断阴性或阳性结果，阳性者

即时发出报警，提示报阳时间并记录，５日未生长者

发出阴性报警。

本研究显示，１５７株血培养病原菌革兰阴性菌

占 ５７．３２％，革 兰 阳 性 菌 占 ３１．８５％，真 菌 占

１０．８３％，革兰阴性菌中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

为主，革兰阳性细菌中以ＣＮＳ、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主，与文献［２５］报道的北方医院不同，与南方医院基

本一致，但菌群分布有所区别；真菌中以假丝酵母菌

为主，与相关文献［６］报道基本一致。但是本组以近

平滑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酵母菌为主，与其他地区

的病原菌分布有差别［７］，说明血培养的病原菌分布

也存在地域差异，各地区临床医生在抗菌药物经验

使用过程中均应参照当地的血培养病原菌分布

情况。

血培养报阳时间是判断血培养结果临床意义的

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总结分析报阳时间具有重要意

义。分析１５７株血培养病原菌报阳时间发现，肠杆

菌科细菌的中位时间最短（０．５０ｄ），真菌中位时间

最长（１．４４ｄ），非发酵菌、肠球菌属、链球菌属的中

位时间均＜１ｄ，与文献
［８］报道一致，其主要原因是

细菌的分裂周期远短于真菌。当然血培养报阳时间

还与血标本中菌量有关，一些皮肤表面正常菌群，如

果在血培养中发现其报阳时间显著长于其中位时

间，说明该菌在初始血标本中的含量很低，可能来源

于消毒不彻底的皮肤污染。甚至有作者认为，报阳

时间＞２ｄ的ＣＮＳ，１００％为污染菌
［９］。另外，通过

比较导管血和其他部位外周血培养报阳时间可以判

断该血流感染是否来源于导管，一般认为导管血培

养报阳时间比外周血提前２ｈ以上即可判断感染源

是导管，应当及时拔除导管。

血培养的１７株真菌中，报阳的中位时间为

１．４４ｄ，０．５ｄ以内无报阳的真菌，０．５～１ｄ内报阳

的真菌５株，占２９．４１％；１～２ｄ内报阳的真菌７株，

占４１．１８％；２～４ｄ内报告阳性的真菌５株，占

２９．４１％；由于真菌培养的时间最长，污染率高，增加

了临床诊断的难度。

分析血培养菌群分布及报阳时间发现，血流感

染的病原菌在血培养仪内培养２ｄ阳性率即可达

８９．８１％，超过２ｄ则该阳性菌来源于污染的可能较

大。不同种类细菌的报阳时间范围虽有较多重叠，

但又有所不同，因此，在报告血培养阳性时应同时报

告报阳时间，丰富危急值报告的内容，为临床制定经

验治疗方案增加依据。血培养报阳时间还可能与血

液中抗菌药物、抑制剂等其他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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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Ｖ和ＨＩＶ的职业暴露感染率依次约为３．１４％、

１．７３％和０．３１％，警示我们追踪随访不能松懈。

３．５　探索建立一支心理支持团队　与相关文

献［１０１１］研究结果类似，我们发现一部分暴露者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心理状态变化，包括紧张、焦虑、抑郁、

多疑，甚至有羞耻感等，尤其是暴露于 ＨＩＶ感染患

者的血液、体液后，更容易产生重度悲观情绪。专业

的心理医生若参与到职业暴露教育管理中，具有其

重要意义和引导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王力红，朱士俊．医院感染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２］　陈青，张月娟，王华，等．临床工作５年内护士职业防护认知

分析与对策［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４）：３０１－３０３．

［３］　罗斌华，吴志勇，李福太，等．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相关危险因素调

查与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４（２４）：６２２３－６２２５．

［４］　朱丽娟，桑未心，尹涛．实习护士ＨＢＶ／ＨＩＶ的自我防护意识

调查［Ｊ］．护理管理杂志，２００９，９（１０）：２２－２３．

［５］　范珊红，徐文，慕彩妮，等．陕西省３０所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锐

器伤调查［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３，１２（４）：２５１－２５５．

［６］　李雪梅．分隔膜无针接头联合安全留置针在艾滋病病人输液

中的应用［Ｊ］．全科护理，２０１５，１３（６）：５２２－５２３．

［７］　张苏明，许平，张翔，等．“医院感染控制宣传周”对医务人员医院

感染认知的影响［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０９，８（６）：４０９－４１２．

［８］　张莉莉，杨会志，范恒梅，等．１００例次医务人员锐器伤分析

［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３，１２（６）：４６４－４３５．

［９］　ＰｒüｓｓＵｓｔüｎＡ，ＲａｐｉｔｉＥ，Ｈｕｔｉｎ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ｔｏ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ｈａｒｐｓ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Ｊ］．ＡｍＪＩｎｄＭｅｄ，２００５，４８（６）：

４８２－４９０．

［１０］张福荣，邓敏，张丽娟，等．实习护生针刺伤后心理状态及干预

［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４，１３（１２）：７６０－７６１．

［１１］胡聂，陈博，沈端端，等．护理专业学生针刺伤后真实感受的质

性研究［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２）：１２９－１３１．

（本文编辑：文细毛）

（上接第１７５页）

［４］　褚云卓，年华，邓宇欣，等．血培养的菌谱调查及耐药性分析

［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７（４）：４７２－４７４．

［５］　黄烈，聂署萍，吴润香，等．血培养常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

析［Ｊ］．海南医学，２０１１，２２（１２）：１３５－１３７．

［６］　路光军，李珍大，邵海枫，等．１０２例真菌败血症菌种分布和感

染相关因素探讨［Ｊ］．医学研究生学报，２００７，２０（５）：４４３－４４４．

［７］　杨蓬勃，胡云建．住院患者真菌感染及耐药性分析［Ｊ］．中华医

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７（６）：７２９－７３１．

［８］　张秀珍，胡云建，宣天芝，等．两种全自动血培养系统临床标本

平行检测对比评价［Ｊ］．中华医学检验杂志，２００１，２４（４）：２９９－

３０２．

［９］　徐雅萍，罗燕萍，周光．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所致血行感染的相

关研究［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６（２）：２２４－２２６．

（本文编辑：文细毛）

·８７１·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７年２月第１６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６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