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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医院感染常见非发酵菌的临床分布和耐药情况%方法
!

常规方法进行细菌培养和鉴定!

用
6/,:

1

$>752,

法进行体外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AM

株非发酵菌中分离率居前
L

位的依次为铜绿假单胞菌占

A%DMY

!不动杆菌属占
%HD)Y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占
%)D(Y

!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率为
MDHY

#

O)D)Y

!对亚胺培南$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阿米卡星耐药率低&不动杆菌属的耐药率和铜绿假单胞相似&嗜麦芽寡养

单胞菌耐药率为
%FD(Y

#

HGDMY

!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耐药率低!其他均存在较高耐药率%

结论
!

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嗜麦芽寡养单胞菌是引起医院感染主要的非发酵菌!对多种抗菌药物存在高耐

药率!应加强临床病原学检测!根据药敏结果合理用药!减少医院感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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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发酵菌是指一大群不发酵或不分解糖类的革兰阴性无

芽胞需氧或兼性厌
J

(

杆菌#大多为条件致病菌#广泛存在于

自然界中#是造成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之一*其分离率和耐

药率近年来有增加趋势#并且呈多重耐药现象#给临床治疗带

来困难#已引起医学上的关注*现将本院
())H

#

())F

年分离

的
(AM

株非发酵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报道

如下*

D

!

材料与方法

DDD

!

菌株来源
!

菌株全部来自本院
())H

年
%

月至
())F

年
%(

月细菌室从住院及门诊患者送检的痰液)咽拭子)尿液)脓液)

创伤 分 泌 物 等 各 类 标 本 中 分 离 培 养 获 得#质 控 菌 株

P!''(OHAL

购自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DDE

!

培养基和药敏纸片
!

培养基琼脂干粉及细菌鉴定生化反

应管采用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产品#纸片购自英国

JgJKI

公司#羊血购自武汉第二生化制药厂#培养基由本室自

行配制*

DDF

!

方法
!

细菌培养和鉴定均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

行#临床标本获纯培养后进行菌种鉴定#药敏试验用
c$>

琼脂

扩散法操作#结果按
())A

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的标

准进行判读*

E

!

结
!!

果

EDD

!

())H

#

())F

年
(

年中从各种临床标本中共分离革兰阴

性杆菌
FAH

株#其中非发酵菌
(AM

株#占
(MDOY

*居前
L

位的

为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和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

年来非

发酵菌的分离率见表
%

*

表
%

!

(AM

株非发酵菌的分离率

病原菌 菌株数 分离率
Y

铜绿假单胞菌
%L( A%DM

不动杆菌属
GM %HD)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M %)D(

产碱假单胞菌
() ODH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 GDO

木糖氧化产碱杆菌
%) LDF

其他非发酵菌
%) LDF

EDE

!

非发酵菌的临床分布
!

在检出
(AM

株非发酵菌中#呼吸

-

OH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O

卷第
(L

期
!

97:824'3/.

!

I2*20:2,()%)

!

-̂3DO

!

T-D(L



科
%)M

株#占
G%DGY

(外科&肿瘤科为主'

HM

株#占
LLDMY

(急

诊)重症监护室有
G%

株#占
%MD)Y

(其他科室
(L

株#占
FD)Y

*

EDF

!

非发酵菌感染部位分布
!

在
(AM

株非发酵菌中#痰液和

咽拭子中检出
%OF

株#占
MFDFY

(其次为脓液
L%

株#占
%(D%Y

(

伤口分泌物
%M

株#占
MDLY

(其他标本
L)

株#占
%%DOY

#

EDG

!

非发酵菌的耐药率
!

L

种主要非发酵菌的耐药率见表
(

*

表
(

!

L

种主要非发酵菌对抗菌药物的情况耐药

抗菌药物
铜绿假单胞菌&

(E%L(

'

株数 耐药率
Y

不动杆菌属&

(EGM

'

株数 耐药率
Y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E(M

'

株数 耐药率
Y

哌拉西林
H) M)DM LO H)DG (( HGDM

氨曲南
AA G%DO LA MAD( () OMDF

头孢他啶
LG (ADH %G L)DG O (MDF

阿米卡星
L% (LDA %M LGDH () OMDF

庆大霉素
F) MHD( L) MMD) (% H)DH

环丙沙星
LH (HDH %H LFD% %( GMD(

亚胺培南
F MDH % (D( (M %))D)

复方新诺明
%L( %))D) L) MAD( M (LD%

头孢吡肟
() %AD( F %FDM H L)DH

氯霉素
F( O)D) LM OHDL () OMDF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M %(D% L MDA A %FD(

头孢噻肟
d d L( MFD( %H MFD(

!!

注!

d

表示无数据*

F

!

讨
!!

论

本院
(

年中检出的非发酵菌前
L

种共占
OFDFY

#分别为

铜绿假单胞菌
%L(

株#占
A%DMY

(不动杆菌属
GM

株#占
%HD)Y

(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M

株#占
%)D(Y

*统计结果表明#铜绿假

单胞菌)不动杆菌属和嗜麦芽寡养单胞菌是引起院内感染的主

要非发酵菌#与严碧琼等+

%

,报道一致*从非发酵菌的临床分布

特点可见#呼吸科病房检出最多达
%)M

株#占
G%DGY

(其次为

外科&肿瘤科为主'检出
HM

株#占
LLDMY

(急诊科重症监护室

检出
G%

株#占
%MD)Y

(其他科室检出
(L

株#占
FD)Y

*分析发

现#大部分患者为年老体弱)抵抗力下降或使用免疫抑制剂者#

其呼吸道消除能力低下#不能及时排痰#并长期使用大量抗菌

药物#破坏了正常菌群维持的生态平衡#使耐药性高的非发酵

菌定植生长和播散增加*这可能是非发酵菌在呼吸道标本中

分离明显高于其他标本的主要原因+

(

,

*

从表
(

结果显示#分离率最高的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率为

MD)Y

#

O)D)Y

#耐药率较低的抗菌药物为亚胺培南)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阿米卡星和头孢吡肟(不动杆菌属的

耐药率与铜绿假单胞菌相似#为
(D(Y

#

H)DGY

#耐药率较低

的抗菌药物为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

吡肟(嗜麦芽寡养单胞菌除对亚胺培南天然耐药外#对其他抗

菌药物的耐药率为
%FD(Y

#

HGDMY

#耐药率较低的是派拉西

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该菌对大部分抗菌药物存

在较高的耐药率#均大于
MAY

*铜绿假单胞菌和不动杆菌属

对头孢他啶)亚胺培南耐药率低#可能与本院较少使用这两种

抗菌药物有关#可作为经验用药的首选药物*

非发酵菌对多种抗菌药物天然耐药以及使用抗菌药物后

又发生获得性耐药#是非发酵菌耐药性的一个重要特点+

L

,

#其

对抗菌药物不断增强的耐药性已成为抗感染治疗领域的严重

问题*非发酵菌耐药机制十分复杂#已知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

%

'细胞膜通透性改变#如铜绿假单胞菌特异性孔蛋白
-

S

,I(

缺失导致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

(

'产生各种灭活酶或钝化

酶#如
!

$

内酰胺酶等*&

L

'泵出机制#如铜绿假单胞菌的
82R$

P>$J

S

,8

系统的主动外排作用导致铜绿假单胞菌的多重耐药

性*&

G

'抗生素结合靶位改变*&

A

'生物被膜的形成*产超广

谱
!

$

内酰胺酶是铜绿假单菌)不动杆菌属)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对多种抗菌药物产生高耐药率的主要原因+

G

,

*而介导
!

$

内酰

胺酶的质粒可通过接合)转导)转化等方式在菌种间传递#产生

耐药性传播*因此#医院要加强病房的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

临床医生要重视病原学的检测及耐药性监测#根据实验室的药

敏结果合理用药#避免滥用抗菌药物#减少多重耐药菌产生#降

低医院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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