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

!

各种抗菌药的耐药率%

V

&

抗菌药
Q34 Q3T T34

氨苄西林
d

舒巴坦
* *8* *8*

替卡西林
):8C *8* *8*

替卡西林
3

克拉维酸
)A8' *8* *8*

哌拉西林
))8) *8* *8*

哌拉西林
3

他唑巴坦
)*8A *8* *8*

头孢吡肟
))8) )@8, (8:

亚胺培南
''8' (8: *8*

美洛培南
@8( (8: (8:

头孢他啶
))8) @8( (8:

阿米卡星
''8' :8A '8@

庆大霉素
'A8C @8( B8,

妥布霉素
'A8C :8A '8@

环丙沙星
:8A @8( :8A

多黏菌素
'8@ *8* *8*

复方新诺明
*8* *8* *8*

!!

注
Q34

!敏感转为耐药(

Q3T

!敏感转为中介(

T34

!中介转为耐药)

'

!

讨
!!

论

铜绿假单胞菌是最常见的院内感染致病菌#已成为临床关

注的热点)其既具有天然的耐药性#也易在使用抗菌药后发生

获得性的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机制主要与以下因素有

关!$

'

%细菌产生抗菌活性酶#如
$

3

内酰胺酶*氨基糖苷钝化酶

等($

)

%细菌改变抗菌药物作用的靶位#如青霉素结合蛋白

$

/R/%

%*

6X

旋转酶等结构发生改变#从而逃避抗菌药物的抗

菌作用($

(

%外膜通透性降低($

A

%生物膜形成($

B

%主动泵系统

等#其中主动泵出系统在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机制中起着主

导作用)

相关文献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在抗菌药选择压力下获得的

耐药对临床危害更严重#常使传统的抗菌治疗方案难以应对

+

(

,

#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对铜绿假单胞菌进行耐药性

的监测#可避免抗菌药的滥用和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为此#

本研究通过分析
)*'*

年
B

月至
)*''

年
,

月送检本院细菌室

的
BA

例患者中多次检测出的铜绿假单胞菌#得到同一患者在

不同时期下同一部位的耐药表型变化情况#密切监测耐药菌株

的变迁及其发展以防止和延缓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流行)

从表中可以看出替卡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吡肟*头孢他啶

的耐药转化率都超过了
)*V

)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

星*亚胺培南也都超过了
'*V

)有研究表明#产
$

3

内酰胺酶和

膜孔蛋白
^

G

26)

缺失或表达减弱是对碳青霉烯类和第
(

代头

孢菌素的主要耐药机制)这两种耐药机制多在抗菌药治疗过

程中获得#或者相应基因表达发生改变而出现继发耐药+

A

,

)值

得注意的是#随着患者住院时间的延长#从患者体内分离出的

多重耐药株的机会也大大增加#患者往往死于多重耐药菌株的

感染+

B

,

)因此合理使用抗菌药已成为临床的当务之急)只有

加强感染患者的管理#适当采取隔离措施#规范医护人员无菌

操作(严格执行抗菌药的管理制度#合理使用现有的抗菌药#并

且加强细菌耐药性趋势的监测#才能有效地控制细菌的耐药趋

势#延长抗菌药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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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全血在不同血细胞分析仪上的比对和校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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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新鲜全血在不同时间及保存条件下在血细胞分析仪比对和校准中的可行性分析$方法
!

每天留取白细胞增高&正常和减低的标本
,

例!其中
(

例放入
)

!

Cb

的冰箱!另外
(

例放置于室温!第
)

天在不同

的血细胞分析仪上检测比对其结果!以监测不同仪器之间结果的符合性$结果
!

通过在不同时间&不同温度保存的

条件下进行检测和比对!用当天正常的新鲜全血最好!可以解决校准和结果的统一性!减少因设备的不同产生的误

差$结论
!

应用新鲜全血可以作为对同一实验室不同血细胞分析仪的室内质量控制检测和调整!其方法简便且效

果理想$

"关键词#

!

血细胞分析仪仪%

!

质控品%

!

校准品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R

文章编号$

',:)3@ABB

"

)*')

#

*A3*ACB3*)

!!

每个实验室可能有多台血细胞分析仪#因品牌不同#其工

作的原理*方法学有所不同#而室内质控品和校准品很难互用)

为得到统一可靠的检验结果#作者用新鲜全血来进行监测和比

对及校准#探索不同品牌的血细胞分析仪对检验结果的一致

性#以此减少因设备的原因所带来的结果误差)

$

!

材料与方法

$8$

!

仪器与试剂
!

-Rg6.')*

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迈瑞

R!3BC**

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

-RgS 4̂!,*

三分类血细胞分

析仪(试剂均为原厂配套试剂(校准品及室内质控品!迈瑞五分

类专用#批号为!

fg('''*!

*

fg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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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

7EMS#H!;&$

!

.#M2FE2

+

)*')

!

W<;8@

!

X<8A



$8/

!

方法
!

在
(

台血球仪中选择
'

台作为标准机#其应该符

合有专用的室内质控品*校准品#本科是以迈瑞
R!3BC**

五分

类血细胞分析仪为标准机#每天用该机专用质控品做室内质

控#检测的结果必须在控#然后以该机检测的结果为标准对另

外两台血细胞分析仪进行监控)

$8'

!

标本的来源和准备
!

本院住院患者#空腹用
N61-3[

)

抗凝的静脉血
)J7

#每天的标本分别留取白细胞数为高值

$

5

%*正常值$

S

%和低值$

7

%的标本各两份#将其中的
'

例放入

)

!

Cb

的冰箱中#另
'

例放置于室温)

$81

!

比对方法
!

在
R!3BC**

的仪器上先按室内质控的要求做

该机的室内质控#结果应在控#完成后按正常的标本检查步骤

对留取的标本在三台仪器上进行检测#同时在当天的标本中随

机用
'

例检测结果正常的标本作三机的比对)

$82

!

校准方法
!

首先对标准机进行校准#完成后用当天的正

常检测值标本
(

!

B

例进行检测
B

次#将检测的结果算出均值#

该均值为校准的靶值#根据其他仪器对留取的样本进行测定#

算出新的上机调整系数即可#完成校准后必须用随机的标本进

行比对#其测定结果与标准机差异应该无统计学意义+

)

,

)

/

!

结
!!

果

/8$

!

为了得到较好的比对结果#由此来推测用新鲜全血做不

同血细胞分析仪的比对和校正效果是可靠的#同时保证在同一

实验室#不同型号的血细胞分析仪能得到相同的检查结果#最

大限度的减少对临床的误导#本文采用每天对留取的
'

组标本

进行测定比对的办法#对
)*

组标本用
)*H

的时间进行检查#

结果以均值统计见表
'

*

)

)

表
'

!

室温放置
)A0

后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指标
-Rg3')*

5 S 7

-Rg3,*

5 S 7

R!3BC**

5 S 7

R̀! 'A8@ ,8'B (8*C 'A8@ ,8)C )8@A 'B8: ,8(@ (8'A

4R! (8AC A8B) (8@( (8B* A8B, (8@) (8AA A8AA (8CA

5"R'*)8@ '(B8C ''B8A '*)8) '((8A ''(8@ '*)8* '(B8C ''B8A

/71 )B:8C )*)8) 'B'8* )AC8* '@,8' 'AC8, )A@8B '@A8* 'AB8A

表
)

!

)

!

Cb

放置
)A0

后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指标
-Rg3')*

5 S 7

-Rg3,*

5 S 7

R!3BC**

5 S 7

R̀! 'A8( B8@) )8@C 'B8: ,8)* (8', 'B8@ ,8)) (8':

4R! (8C( A8BB (8:A (8C( A8,* (8(C (8:: A8A@ (8()

5"R''*8) '(:8* '*A8: ''*8A '(,8* '*(8B '*@8( '(:8A '*A8@

/71 '@:8( )*@8) 'A,8C )*)8, '@,8: 'A:8C '@(8: )''8* 'AA8)

表
(

!

室温放置
)A0

后检测结果与原始结果的
:M

值%

V

&

指标
-Rg3')*

5 S 7

-Rg3,*

5 S 7

R!3BC**

5 S 7

R̀! )8A@ *8C) ,8@A )8(* )8@B )8*C )8:, A8:B @8*(

4R! (8B: ,8,C (8,@ A8': '8B, (8A( )8(C '8'' '8()

5"R B8*B '8'B A8*C (8@( *8,, )8:B (8:, '8*C A8*)

/71 ,8CC )8'B C8'A )8C* *8@B ,8A) (8AB )8*) A8'*

/8/

!

以
R!3BC**

为标准机#其测定的结果作为正确值#按照公

式计算变异百分率#结果见表
(

*

A

)变异百分率
9

测定值
Y

靶

值"靶值
e'**V

(采用
R̀!P:V

*

4R!PAV

*

5MP(V

*

/71

P'*V

控制线来确定新鲜全血在不同机型上的控制标准)

表
A

!

)

!

Cb

放置
)A0

后检测结果与原始结果的
:M

值%

V

&

指标
-Rg3')*

5 S 7

-Rg3,*

5 S 7

R!3BC**

5 S 7

R̀! A8C* B8*@ '8*) A8B( B8), :8') ,8'( B8,* :8A,

4R! *8:@ *8)) '(8(( *8:@ '8() )8A) *8:@ '8'* *8,'

5"R *8@) *8C( *8CB '8'B *8*: *8), *8*@ '8'C '8*B

/71 '8A@ )8'B (8** A8)) (8@C (8:' *8(B )8@C '8'(

表
B

!

当日新鲜全血在三机上检测结果的平均值

指标
R!3BC** -Rg3')* -Rg3,*

允许偏差
P@

`R! @8*@ @8)B @8'( *8B*

4R! (8,C (8:) (8C* *8'B

5"R ''*8B ''*8) ''*8) B8**

/71 'A:8* 'B,8C 'A)8* 'B8*

/8'

!

为进一步确保检测结果的可比性#本文同时用当天检测

结果正常的标本进行三机的比对#允许偏差范围按迈瑞
R!3

BC**

室内质控品的要求执行#其结果见表
B

)

'

!

讨
!!

论

'8$

!

从检测比对的结果可以看出高值的异常标本无论是否放

在冰箱或室温#其结果与原始检测的结果有明显的差异)用于

多机的比对无法判定仪器是否在控#原因是异常结果的标本其

血细胞成分不能稳定地保存#膜的破坏#碎片的产生#核的变异

都会影响到检测结果的稳定性)

'8/

!

低值比对结果从见表
'

*

)

来看#似乎没有明显的差异#可

以作为多机间的对照监测#本文在实际检测中发现#

R̀!

的分

类#贫血指数和血细胞分布宽度不理想#因此如果是仅限于

R̀!

*

4R!

*

5"R

*

/71

的监测比对可以#但在校准中缺乏依据)

'8'

!

正常值的标本受温度的影响视乎不大$表
'

*

)

%#但通过

计算变异百分率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表
(

*

A

%)本科室设备

工作的室内温度均能保持在
))

!

)Bb

左右#但在设备的校准

中#因需要校准的参数多少不一#因此对于比对可以#而针对需

要对仪器进行校准时#不主张使用前日储存血#无论是否放置

在冰箱内保存)

'81

!

每台血球仪能校准的项目不同#除
R̀!

*

4R!

*

5M

*

/71

外#有的血球仪对
S!W

*

5!1

及红细胞*血小板的分布宽度也

能进行校准#所以本文通过实践的比对和检测#建议在没有专

用校准品的血细胞分析仪#应该使用当天的正常新鲜全血进行

校准效果最佳+

)3A

,

#并且可以使多台设备检测的结果达到统一*

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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