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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地区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各自的血细胞参考范围!如有可能应

向临床提供不同年龄组血细胞分析参数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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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血细胞分析仪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适当的参考区间

值对理解患者的检测结果值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已有较多文

献报道过静脉血的正常参考范围#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

生活水平,不同血细胞分析仪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各地建立的

参考区间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区应建立自己的参考区间+

由此#作者对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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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面健康成人静脉血细胞部分参数

进行了调查#以期建立本地区的正常参考区间#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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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常规检验是临床最普遍的检测项目#但其检测结果可

因种族,群体,性别,年龄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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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希望建立本地区人群血细胞参数的参考区间+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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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按照总人数计算+近年来#我国地区性血细胞参数的参

考区间调查研究已有一些报道#除地区因素外#还有其他很多

因素可能导致已有研究参考区间的不同#包括人群的选择,仪

器的类型,参考区间计算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和方式+为了使本

次调查具有代表性#作者严格筛选调查对象#并按照统计学的

原则对数据进行分析#尽可能避免因对象选择和数据分析的错

误而导致参数参考区间分析的偏失+本次调查#除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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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计数的参考区间比.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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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值均偏低#其他参数结果与文献报道的参考

区间基本一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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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限值均明显低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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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可能由于地理位置#

气候因素如日照时间,紫外线强度,大气污染程度等自然因素

引起+此外还有可能与数据的处理,统计方法的选用有关#如

对非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均数加,减
"

倍标准差作为参考范围

与用百分位数表示的参考范围显然是不一致的+

此外#本次调查对血细胞分析参数按年龄组进行了统计+

在各年龄组中#血细胞参数的分布与所选的总体样本不一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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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健康成人静脉血各参数值与国内文献

报道结果存在异同+这说明不同地区甚至同地区的不同实验

室建立的参考区间存在差异#这可能与自然因素,地区条件,人

群的选择,统计方法的应用等因素有关#因此各实验室在参考

区间的选用上不应照搬文献数据#有必要建立本实验室的参考

区间#供临床医生正确评价检验报告和诊疗疾病+从本文对血

细胞分析各参数的不同年龄组间比较来看#建议如有可能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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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细菌药敏及耐药性临床分析

林永棠!磨立达!莫超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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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梧州市中医院
"'!!

年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方

法
!

对
"'!!

年梧州市中医院检验科
!3/#

份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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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细菌培养共分

离出
34"

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

株!革兰阳性球菌
!!#

株!念珠菌
..

株%药敏结果显示!主要致病菌对

大多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性较高%结论
!

细菌耐药在本院普遍存在!提示临床应加强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严格依据

-抗菌药物应用指导原则.使用抗菌药物!有效减少耐药菌的产生%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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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药敏#

!

耐药性#

!

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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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各种耐药菌株不断增加#不同

地区不同时期的致病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又有一定的差异+

为防止和减少耐药细菌的产生#给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提供

依据#作者对
"'!!

年
!3/#

份细菌培养标本中分离的
34#

株

致病菌进行了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均来自本院
"'!!

年住院部各临床科室及各

门诊部送检的临床标本
!3/#

份+

$$/

!

鉴定方法
!

使用合肥恒星科技公司生产
Zd9"!

细菌鉴

定"药敏分析仪进行细菌鉴定+

$$'

!

药敏试验
!

对所有细菌均按照卫生部.全国临床检验操

作规程/进行分离#培养#并上机做细菌鉴定)

!

*

+质控菌株!大

肠埃希菌
,:SS"%/""

,铜绿假单胞菌
,:SS"%/""

,金黄色葡

萄球菌
,:SS"%/"#

+操作严格按照
Zd9"!

细菌鉴定"药敏分

析仪分析系统的操作规程进行+

/

!

结
!!

果

/$$

!

致病菌分布
!

在分离出的
34"

株致病菌中#革兰阴性杆

菌
"."

株#占
%&$/Q

#其中大肠埃希菌
&4

株$

#!$4Q

&,肺炎克

雷伯菌
##

株$

!"$!Q

&,鲍曼不动杆菌
#"

株$

!!$&Q

&,铜绿假

单胞菌
"3

株$

&$&Q

&,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
!4

株$

%$/Q

&,其

他
&!

株$

"/$&Q

&+革兰阳性球菌
!!#

株#占
"3$%Q

#其中金黄

色葡萄球菌
"&

株$

"3$&Q

&,溶血葡萄球菌
""

株$

!/$3Q

&,表

皮葡萄球菌
!%

株$

!#$#Q

&,粪肠球菌
!%

株$

!#$#Q

&,其他
##

株$

"/$"Q

&+真菌
..

株#占
!4$.Q

#其中白色念珠菌
#3

株

$

33$!Q

&,近平滑念珠菌
"/

株$

#.$.Q

&,其他
!3

株$

!&$"Q

&+

/$/

!

致病菌检出
!

共分离出
34"

株致病菌+其中
4'

岁以上

的
!#3

例#占
"&$/3Q

#

%'

!

4'

岁
33

例#占
/$%Q

#

!"

岁以下的

&.

例#占
!&$./Q

#其余年龄段的
!/&

例#占
3"$.4Q

+

/$'

!

耐药分布
!

34"

株
/

种主要致病菌对
"&

种抗菌药物的

耐药率分布见表
!

+

表
!

!

/

种主要致病菌的耐药率&

Q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

&\&4

&

肺炎克雷伯菌

$

&\##

&

鲍曼不动杆菌

$

&\#"

&

铜绿假单胞菌

$

&\"3

&

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

$

&\!4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溶血葡萄球菌

$

&\""

&

氨苄西林
&.$" /.$' /#$& Y 4&$& Y Y

阿米卡星
%$& Y "%$' 3$" !&$& Y Y

阿奇霉素
Y Y Y Y Y 34$3 !''$'

氨曲南
#4$' 4$! #$! 3$" #.$% Y Y

呋喃妥因
!$" Y .!$/ Y %4$# Y Y

复方新诺明
#"$4 ##$# /$3 3%$& Y 34$3 3%$%

红霉素
Y Y Y Y Y 3"$/ /%$%

环丙沙星
4!$4 4$! #!$# 3$" #!$# .$! %/$!

克林霉素
Y Y Y Y Y #/$# &!$&

左氧氟沙星
%&$! #$' "!$/ &$# !"$% #$4 3%$%

氯霉素
"4$. ".$# .!$/ Y Y Y Y

米诺环素
#&$3 "!$" "%$' %3$"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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