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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本地区胆道感染细菌种类与药敏特点!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依据%方法
!

对
LGF

例胆汁标本进行培养!鉴定与药敏试验!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LGF

例胆汁标本培养阳性
(LM

例!共分离菌株
(HM

株!以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最高"

LGDM(Y

#!肠球菌次之"

%FDAHY

#!革兰阴性菌对亚安培南!阿米卡星及左氧氟沙星较

为敏感!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左氧氟沙星敏感性较高%结论
!

本地区胆道感染细菌对常用抗生素耐药率较高!

临床应加强对胆道感染细菌耐药率的监测!并依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择适宜的抗生素治疗%

!关键词"

!

胆道感染&

!

细菌培养&

!

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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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道感染是肝胆外科常见疾病之一#临床治疗胆道感染常

需经验用药*然而#随着抗生素广泛应用#各地临床医生用药

习惯的差异#导致不同时间各地细菌耐药性均具有各自的特

点*本文回顾性调查分析了自
())G

年
%

月至
())F

年
%(

月间

本院胆汁培养微生物分布及药敏试验结果#以期为临床治疗用

药提供参考*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标本来源
!

(HM

株菌株来自
())G

年
%

月至
())F

年
%%

月

本院送检的
LGF

例胆汁标本#培养阳性
(LM

例*

DDE

!

仪器与试剂
!

抗生素药敏纸片!氨苄西林)青霉素)阿米

卡星)菌克单)头孢西丁)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

唑啉)氧哌嗪青霉素)亚胺培南)复方新诺明)庆大霉素)红霉

素)四环素)利福平)妥布霉素及万古霉素均购自
JR-/4

公司*

8$]

琼脂购自美国
>>9

公司*

DDF

!

方法

DDFDD

!

培养阳性菌株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L

版'规

定程序鉴定菌株*

DDFDE

!

药敏试验采用
c$>

纸片法#结果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

准化委员会
())O

年文件判定+

%

,

(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W&$

>9<

'菌株检测采用头孢他啶和头孢他啶"克拉维酸)头孢噻肟

和头孢噻肟"克拉维酸纸片&药敏纸片均为
JR-/4

公司产品'做

确证试验#观察时间和结果评判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

员会
()))

年版本的标准+

(

,

*

DDG

!

药敏质控菌株
!

大肠埃希菌
P!''(AF((

#肺炎克雷伯菌

P!''O))M)L

#金黄色葡萄球菌
P!''(AF(L

#均购自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

DDM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C&&%(D)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处理*

E

!

结
!!

果

EDD

!

(LM

例培养阳性胆汁微生物学分布
!

(LM

例阳性胆汁中

共培养出微生物
(HM

株#其中细菌
(HG

株#真菌
(

株#见表
%

*

革兰阴性菌
()G

株#构成比
O%DLLY

#革兰阳性菌
H)

株#构成比

(ODFOY

(大肠埃希菌在胆道感染中所占比率
())G

#

())F

年分

别为
G%DLHY

)

LADL)Y

)

(AD))Y

)

LLDOOY

)

LFD(FY

和
L(D%GY

(

共检出
W&>9<

的大肠埃希菌
GM

株#比率为
GMDGMY

#产
W&>9<

肺炎克雷伯菌
G

株#比率为
()D))Y

(肠球菌属
())G

#

())F

年

所占 比 率 分 别 为
MDHFY

)

%ODMGY

)

(ODOHY

)

()DOHY

)

%ODHAY

)

%GD(FY

#见表
%

*

表
%

!

(LM

例培养阳性胆汁标本
(HM

株微生物分布及构成比

菌名 菌株数 构成比
Y

大肠埃希菌
FF LGDM(

肠球菌属
AM %FDAH

假单胞菌属
(M FD)F

-

%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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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

(LM

例培养阳性胆汁标本
(HM

株微生物分布及构成比

菌名 菌株数 构成比
Y

克雷伯菌属
(G HDLF

葡萄球菌属
(( ODMF

肠杆菌属
%( GD()

不动杆菌属
%% LDHA

枸橼酸杆菌属
H (DOF

嗜麦芽黄单胞菌
M (D%)

嗜水气单胞菌群
G %DG)

弧菌属
G %DG)

草绿色溶血链球菌
( )DO)

沙门菌属
( )DO)

产碱杆菌属
( )DO)

其他
M (D%)

白色念珠菌
( )DO)

合计
(HM %))

EDE

!

主要培养阳性细菌对常用抗生素敏感试验结果

EDEDD

!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常用抗生素敏感试验结果
!

(HM

株

菌株中革兰阴性菌主要有大肠埃希菌&

FF

株#

LGDM(Y

'#铜绿

假单胞菌&

(L

株#

HD)GY

'#肺炎克雷伯菌&

()

株#

MDFFY

'#阴沟

肠杆菌&

%%

株#

LDHAY

'#鲍曼"溶血不动杆菌&

F

株#

LD%AY

'*

上述菌株对常用抗生素敏感试验结果见表
(

#亚胺培南)阿米

卡星对其敏感性较高#见表
(

*

EDEDE

!

主要革兰阳性菌对常用抗生素敏感性试验结果
!

培养

阳性标本菌株中#主 要 革 兰 阳 性 菌 有 屎 肠 球 菌 &

L%

株#

%)DHGY

'#粪肠球菌&

%A

株#

AD(GY

'#溶血葡萄球菌&

F

株#

LD%AY

'#表皮葡萄球菌&

M

株#

(D%)Y

'*上述菌株对常用抗生

素敏感试验结果见表
L

*

EDEDF

!

大肠埃希菌对常用抗生素耐药性的变迁
!

大肠埃希菌

为本组数据中胆道感染中感染率最高的革兰阴性菌#其对常用

抗生素近年来耐药性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对阿米卡星#亚胺培

南及左氧氟沙星保持较高的敏感率#但近年也出现耐药株(对

青霉素类#头孢类等常用抗生素耐药性呈上升趋势&

!

$

)D)A

'#见表
G

*

表
(

!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常用抗生素耐药率%

Y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EFF

' 铜绿假单胞菌&

(E(L

'肺炎克雷伯菌&

(E()

' 阴沟肠杆菌&

(E%%

' 鲍曼"溶血不动杆菌&

(EF

'

阿米卡星
AD)A HDO) AD)) FD)F AADAM

氨苄青霉素
MMDMO FADM) HAD)) F)DF% d

"

菌克单
GHDGH M)D)) ()D)) MFD(L MMDMO

头孢曲松
GMDGM H(DM% (AD)) (ODOH OODOH

头孢他啶
GMDGM M)DHO (AD)) OAD)) OODOH

头孢噻肟
A)DA) %))D)) (AD)) GADGA HHDHF

头孢西丁
GMDGM d

"

(AD)) %))D)) d

"

庆大霉素
G%DG% GLDGH %)D)) %HD%H OODOH

亚胺培南
%D)% (MD)F )D)) )D)) )D))

氧哌嗪青霉素
AFDM) OMDGO M)D)) %))D)) HHDHF

复方新诺明
AADAM d

"

L)D)) GADGA HHDHF

妥布霉素
G(DG( LFD%L %)D)) FD)F OODOH

!!

注!

d

"未作该抗生素药敏试验或不推荐使用该抗生素*

表
L

!

主要革兰阳性菌对常用抗生素耐药率%

Y

&

抗菌药物 屎肠球菌 粪肠球菌 溶血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氨苄青霉素
AGDGH )D)) %))D)) %))D))

青霉素
O)DMO )D)) %))D)) %))D))

头孢噻肟
d d %))D)) %))D))

头孢唑啉
d d %))D)) %))D))

红霉素
O)DMO M)D)) %))D)) HLDLL

利福平
MGDA( (MDMO ((D(( )D))

四环素
G%DFG (MDMO H)D)) LLDLL

万古霉素
)D)) )D)) )D)) )D))

!!

注!

d

为未作该抗生素药敏试验或不推荐使用该抗生素*

EDEDG

!

肠球菌属对常用抗生素耐药性的变迁
!

肠球菌属为本

组数据中感染率最高的革兰阳性菌
AM

株&

%FDAHY

'#包括屎肠

球菌&

L%

株#

%)DHGY

'#粪肠球菌&

%A

株#

AD(GY

'#铅黄肠球菌

&

A

株#

%DOAY

'#母鸡肠球菌&

G

株#

%DG)Y

'#其对常用抗生素耐

药性无统计学意义的变化&见表
A

'#对万古霉素敏感性较高*

表
G

!

大肠埃希菌不同年份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

Y

&

抗菌药物
())G

&

(E%(

'

())A

&

(E%(

'

())M

&

(EF

'

())O

&

(E(M

'

())H

&

(E((

'

())F

&

(E%H

'

阿米卡星
)D)) HDLL )D)) )D)) %LDMG ADAM

氨苄青霉素
MMDMO AHDLL LLDLL M%DAG F)DF% A)D))

菌克单
A)D)) (AD)) )D)) M%DAG MHD%H GGDGG

头孢曲松
A)D)) (AD)) )D)) ALDHA MHD%H GGDGG

头孢他啶
A)D)) (AD)) )D)) ALDHA MHD%H GGDGG

头孢噻肟
A)D)) (AD)) )D)) AODMF MHD%H GGDGG

-

(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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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G

!

大肠埃希菌不同年份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

Y

&

抗菌药物
())G

&

(E%(

'

())A

&

(E%(

'

())M

&

(EF

'

())O

&

(E(M

'

())H

&

(E((

'

())F

&

(E%H

'

头孢西丁
A)D)) (AD)) )D)) ALDHA MHD%H GGDGG

庆大霉素
A)D)) G%DMO AADAM LGDM( MLDMG LHDHF

亚胺培南
)D)) )D)) )D)) )D)) GDAA )D))

氧哌嗪青霉素
A)D)) A)D)) LODA) M%DAG F)DF% GGDGG

复方新诺明
G%DMO AHDLL AADAM ALDHA O(DOL GGDGG

妥布霉素
LLDLL (AD)) GGDGG (MDF( AGDAA %%D%%

表
A

!

肠球菌属不同时期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

抗菌药物
())G

&

(E(

'

())A

&

(EF

'

())M

&

(E%)

'

())O

&

(E%M

'

())H

&

(E%%

'

())F

&

(EH

'

氨苄青霉素
)D)) LLDLL )D)) AMD(M (OD(O A)D))

青霉素
)D)) MMDMO %)D)) M(DA) (OD(O A)D))

红霉素
%))D)) GGDGG G)D)) H%D(A O(DOL LODA)

利福平
A)D)) MMDMO G)D)) A)D)) (OD(O %))D))

四环素
A)D)) LLDLL L)D)) A)D)) LMDLM LODA)

万古霉素
)D)) )D)) )D)) MD(A )D)) )D))

F

!

讨
!!

论

胆道感染患者细菌多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肠道#因此胆汁内

细菌菌种与肠道内菌群有相关性*本调查显示#本组标本中大

肠埃希菌在胆道感染中检出率仍居首位#肠球菌次之且呈上升

趋势#这与国内其他地区报道基本相符+

L$G

,

*而产
W&>9<

大肠

埃希菌菌株保持较高水平#为
GMDGMY

#产
W&>9<

肺炎克雷伯

菌为
()Y

#故临床用药时#应慎重使用头孢第
L

代类的抗菌

素#以尽量减少抗菌素选择性压力所致的细菌耐药性增加所致

产
W&>9<

菌的增多+

A

,

*

由于抗生素更新换代较为频繁#胆汁感染中细菌对抗生素

的敏感谱不断发生变化*由本组数据可知#亚胺培南)阿米卡

星对胆道感染中革兰阴性菌敏感性较好#其耐药率除铜绿假单

孢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率为
(MD)FY

#鲍曼"溶血不动杆菌对阿

米卡星耐药率为
AADAMY

外#其余菌株均不超过
%)Y

#大肠埃

希菌对头孢类#磺胺类和妥布类抗生素耐药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这可能与近年头孢类)磺胺类和妥布类抗生素使用过于广

泛#造成耐药菌株感染率升高有关*

本研究显示#万古霉素对革兰阳性菌具有较好的敏感作

用#除
())O

年检出
%

株母鸡肠球菌耐万古霉素外#未发现其他

耐万古霉素革兰阳性菌*屎肠球菌为革兰阳性菌中感染率最

高的菌株#除对万古霉素耐药率为
)

外#对其他抗生素均为

A)Y

以上(粪肠球菌对常用药物敏感率较高#除对红霉素耐药

率为
M)Y

外#对其他常用抗生素耐药率均在
L)Y

以下(溶血葡

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耐药现象较为严重#除对万古霉素和溶

血葡萄球菌对利福平#表皮葡萄球菌对四环素耐药率为低于

L)Y

外#对其他常用抗生素耐药率均达到或接近
%))Y

(这表

明本地区革兰阳性菌对临床常用抗生素耐药性比较明显#临床

医生在选用抗生素治疗时应注意*

随着抗菌药物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在药物筛选和诱导的

双重作用下#细菌的耐药性普遍呈现出高水平)多重耐药的发

展趋势#给抗菌药物的研制和应用带来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如

何控制抗菌药物的泛滥)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

的问题#监测细菌耐药水平的发展变化)暂停高耐药率抗菌药

物的使用是重要而有效的手段之一+

M

,

*由于胆道感染微生物

分布和药敏具有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的特点#临床用药

方案应及时根据本地区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调整#本研究显

示#本地区胆道感染对革兰阴性菌具有理想敏感率的抗生素有

亚胺培南)阿米卡星#对革兰阳性菌具有理想敏感率的抗生素

有万古霉素*同时还应注意#本数据显示#本地区胆道感染中

有较大部分为混合感染#因此在临床早期治疗过程中#应选用

对革兰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具有较高敏感性的药物联合治疗*

更重要的是在经验治疗的同时#也要及时采集胆汁标本作微生

物学培养和药敏试验#并根据药敏报告)药代动力学和临床反

应重新评估用药方案#做到更为有效的目标用药+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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