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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5年血液培养的细菌分布情况及耐药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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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医院血培养菌谱变化以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进行分析，为临床治疗菌血症和败血症提供实

验室依据。方法：采用美国BD公司的BACTEC 9120进行血液培养，细菌鉴定用法国生物梅里埃的API系列和

VITEK2仪器，药敏实验采用K-B纸片扩散法，用2005版NCCLS标准对结果进行判定，药敏结果用

WHONET5.3软件进行分析，数据统计用SPSS11.5软件。结果：11 874份血液与骨髓标本，阳性标本数1 
789瓶，阳性率为15.1%。1 468例患者培养阳性，细菌38种1 375株，革兰阳性球菌743株，占分离菌株的

50.7%，，革兰阴性杆菌565株，占分离菌株的38.5%，真菌8种93株，占分离菌株的6.3%。葡萄球菌、肠

球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药敏结果，除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100%敏感外，其余抗菌药
物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结论：血培养分离的细菌菌种多样化，以革兰阳性菌为主，分离前几位的细菌耐药率较
高，提示临床医生应多做血培养，得到病原学资料，并对细菌进行耐药性监测，以便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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