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音乐#看电视等转移其注意力#对于疼痛耐受力差的患者#夜

间予以止痛剂或安眠药)

1+'

!

发热
!

不常见#多数患者表现为低热#体温很少超过

,U+/i

#部分患者因合并尿路感染或因术中灌流所致返流性

感染等#可出现高热#经抗感染*降温处理均可恢复正常,

,;6

-

)

因此#指导患者术前术后配合治疗#术中低压$

/.%N $

*

2

&灌

注或使用甘露醇作为冲洗液#严格无菌观念#术后留置内腔稍

大的导管作为内引流显得尤为重要)

2

!

出院指导

出院时耐心指导患者自我监测尿液的色*质*量#多饮水#

勤排尿#每日保持尿量
*...N'

以上#保持大便通畅#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根据结石成分嘱患者少进或不进以下饮食!浓

茶*咖啡*啤酒*菠菜*动物内脏等%指导患者留置双0

`

1管期间#

适当休息#避免剧烈活动#尤其避免做四肢及腰部同时伸展动

作#防止双0

`

1管滑脱或上下移动#避免突然下蹲及重体力劳

动)

)

个月后返院复查并在膀胱镜下拔出双
`

管#术后
,

个月

:

超或
\

线平片检查有无结石复发#连续
,

次)如有血尿*发

热*腰痛不适即时随访#并告之其随访电话)

)

!

小
!!

结

本院开展
5"1'

术近两年来#以此访谈结果为依据#针对

患者知识缺乏#营养失调#潜在并发症等护理问题#围绕输尿管

结石相关知识对每位患者$尤其是泌尿系统疾病患者&认真仔

细的进行健康教育#收到良好的护理效果#得到片区内广大患

者的一致好评)从而大大降低了护理纠纷#改善了护患关系)

健康教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帮助了患者安心手

术#积极主动配合手术#平安度过手术及疾病的健康恢复)因

此#护士应强化健康教育理念#提高健康教育能力#改进护理措

施#以在激烈的医疗服务竞争中提升自己的护理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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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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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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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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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市场上生产培养基的商家不少#其质量保证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然而培养基的质量却是微生物实验室检验结果的保

障#是微生物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如果在微生物检验

工作中忽略了培养基的质量控制#将会导致检验结果的偏离甚

至错误#所以认真加强完善与提高培养基的质量控制#才能保

证微生物实验室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就培养基在微生物实验

室检验中应注意的质量控制措施进行讨论)

$

!

培养基的采购"验收和贮存

$+$

!

采购
!

微生物实验室检验用的商品化培养基或干粉培养

基的厂家必须是国家质量认可的企业#如经过
712<..)

体系

认证或满足相应的资质证明)一般要选择产品市场信誉度高#

有质量保证能力和服务保证能力的企业#而且生产企业应提供

培养基名称*独立成分*添加成分和有效期*性能评价和所用的

测试菌株*技术数据清单*质控证书*必要的安全危害数据等#

以利于使用者对产品进行记录和比较)

$+/

!

验收
!

微生物实验室收到培养基后#应有专人做好培养

基的接收与验收工作#实验室应有培养基的入库记录#详细记

录生产商家培养基的名称*批号*接收日期*有效期*包装及其

完整性)每批培养基接收后在使用前#都应对培养基进行技术

验证#该批培养基只有经过验证合格#才能投入使用)

$+'

!

干粉培养基的贮存
!

商品化培养基和干粉培养基应严格

按照供应商提供的贮存条件*有效期和使用方法保存和使用)

/

!

培养基使用的水

培养基配制用水应用蒸馏水或经转渗透处理并无菌*无干

扰剂和抑制剂的水#该水的电阻率在
*/i

时#应大于或等于

,.....

4

"

%N

#重 金 属 $

!C

*

!F

*

!B

*

9I

等&含 量 小 于

.+./N

Q

"

'

#重金属小于
.+./N

Q

"

'

,

)

-

)

'

!

培养基的称量和复水

称量时要用专用的角匙#操作时动作要缓慢#要佩戴口罩

或在通风柜中操作#防止吸入含有毒性物质的培养基干粉成

分)培养基复水时所用的容器的大小要大于复水后培养基总

体积的
*

倍以上#防止在加热溶解$灭菌&过程中培养基溢出)

复水时在制备的培养基的干粉中加入适量的水#并充分溶解

后#然后再加水至所需的量)

1

!

培养基的溶解和灭菌

1+$

!

有些特殊的培养基高压灭菌会破坏其成分#$根据使用说

明&只能煮沸灭菌#如采用直火加热#应不断搅拌避免结底炭化

而破坏其成分#如采用沸水浴或微波炉加热效果可能会更好#

在加热过程要注意因过度煮沸而使培养基从瓶口溢出)

1+/

!

需要高压灭菌的培养基#一般都会采取
)*)i)/NIJ

灭

菌#但是不可盲目地按培养基的说明时间设定灭菌时间#以致

培养基因灭菌的时间过度而变性或灭菌时间不足而没达到灭

菌效果)应根据该微生物实验室高压灭菌器已定的灭菌工艺#

设定符合相应的灭菌时间#灭菌效果应用化学指示带或生物指

示剂进行检测)

2

!

培养基的
M

$

"融化和添加成分

2+$

!

培养基的
M

$

!

微生物只有在适宜的
M

$

范围内才能正

常生长繁殖或体现其生物学特性)培养基配方要求的
M

$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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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灭菌后的
M

$

#除了特殊说明外#培养基灭菌并冷却到

*/i

时培养基的
M

$

变化不应超过
.+*

个
M

$

单位)一般使

用浓度为
)N?G

"

'

的
9H2$

或浓度为
)N?G

"

'

的
$!G

溶液进

行培养基
M

$

值的调整,

*

-

)

M

$

值测量应在
*/i

温度下采用

精密酸度计进行测量#或用精密的
M

$

值试纸进行测量#琼脂

培养基的
M

$

值应以特殊的胶体表面测量电极进行测量)

2+/

!

培养基的融化
!

培养基灭菌结束后应迅速冷却至所需要

温度#避免长时间保存在灭菌锅内造成灭菌过度#影响培养基

的营养成分或选择性)一般用水浴锅在温度为$

6=X*

&

i

中冷

却#水位液面应高于培养基液面#融化后的培养基应尽快使用#

放置时间一般不要超过
6D

为宜)倾注平版时取出培养基自

然降温至
6.

"

6/i

为宜#建议在培养基较低温度时进行平板

倾注#可减少对样品中微生物的热的损伤#并且可减少平板表

面的冷凝水#利于观察结果)

2+'

!

添加成分的制备
!

添加的成分可能为有毒性的物质#配

制及添加时要特别小心操作#必要时要在通风柜内操作#避免

吸入粉末#造成实验人员过敏或其他不良反应)对于抗生素工

作液#应现用现配#在特定环境下#抗生素溶液应适量分装后冷

冻储存#解冻后的溶液不能再次冷冻#可能会降低活性)添加

成分一般都为热敏试剂#应在培养基冷却至$

6=X*

&

i

时加入

添加物质$或参考说明书&#在加入添加物质之前应先放置至室

温#避免冷冻液体造成琼脂凝结或形成片状物)加入添加物质

后应尽可能快地分装倾注)

)

!

培养基的制备和储存

培养基倾注的厚度应不少于
*%N

$如
<.NN

的平板通常

倾注
)/N'

培养基&

,

*

-

#倾注结束后#将平板盖好放到凉而平

的地方使琼脂凝固)凝固后的培养基应立即使用或存放于避

光或
6

"

)*i

冰箱中)一般不超过一个星期或按商家提供的

标准执行#将倒好的平板放置密封的袋子中冷藏保存可达到
*

周)为了避免生产冷凝水#平板应冷却再装入密封袋子#储存

前不应对琼脂平板培养基表面进行干燥处理)在平板底部标

上制备培养基的名称*日期或有效期和配制人)

.

!

培养基的接种与培养

.+$

!

培养基的接种
!

平板培养基在使用时表面必须无水珠#

有水珠的平板易使菌落扩散*菌落粘连*不易计数*不易得到单

个纯菌落)此时应先将平板培养基表面进行干燥#如可将平板

倒扣在烤箱或培养箱中
*.

"

/.i

#或放在有对流风的洁净工

作台中#至培养基表面的水滴完全消失为止)对于保存在冰箱

中的平板培养基#应待温度恢复到室温后才能使用#使用前应

检查有无污染的菌落产生#培养基表面有无干裂现象#培养基

颜色是否发生了改变#如果发现异常#应该作废处理该批培

养基)

.+/

!

培养基的培养
!

培养时每垛最多放
-

个平板#留一定的

空间使空气流通#使平板的温度尽快与培养箱温度达到一致#

对于液体培养基#要依据培养基的体积*内容物量*容器类型及

培养类型而定#培养过程中#培养基会损失水分#当水分损失的

量大于培养基总量的
)/T

时就会影响微生物的生长#所以必

要时可放入装水容器#以维持箱内的湿度,

)

-

)

Q

!

培养基物理的质量控制和微生物指标控制

Q+$

!

培养基的物理质量控制
!

实验室在制备培养基的过程

中#应测试该批培养基在
*/i

左右时的
M

$

值#观察记录培养

基的量以及琼脂层的厚度#凝胶的稳定性等#如
>!:1

平板为

蓝绿色#血平板为血红色#一般的液体培养基应该澄清无混浊#

无沉淀)

Q+/

!

微生物指标控制

Q+/+$

!

污染测试
!

培养基配制好后#应于试验方法中规定的

温度和时间进行培养#不能有细菌生长)

Q+/+/

!

标准菌株验证
!

将阳性菌株接种于培养基中#按试验

方法中规定的温度和时间进行培养#固体培养基中生长出典型

形态的菌落#液体培养基中生长良好#混浊生长#生长的细菌经

鉴定为接种的阳性菌株%对于选择性的液体或固体培养基#使

用非特异性菌株或$和&阴性菌株#接种于此培养基#不能生长

或生长不佳#或不产生特征菌落)此外还可以计算生长率和计

数生长指数来进行定量测试方法及半定量测试方法来对培养

基进行质量控制,

,

-

)

培养基的质量关系到微生物实验室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在

检验工作中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任一环节#都有可能影响到对检

验结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的判断#所以#加强对培养基的实验

室质量控制#认真做好培养基的质量控制工作#不断完善与提

高培养基的质量控制水平#才能保证微生物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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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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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哈密地区血源供应紧张问题#本文调查了部分维吾

尔族和汉族人群血型分布情况#以便做好血源供应#提高医院

血库工作质量#挽救患者生命)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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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维汉两种民族住

院患者及部分体检人员#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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