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吡肟)头孢他啶)头孢呋新)头

孢噻肟)氨曲南)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及复方新诺

明的耐药率较高$

&"%$X

!

!''%'X

&#而对亚胺培南)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及阿米卡星的耐药率相对较低%产与非产
R-Y3?

菌株对
$

/

内酰胺类药物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已检出
"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耐药菌株#应引起高度

重视#规范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本研究发现阿米卡星的

敏感性明显高于庆大霉素$

"

$

'%'&

&#推测这种差异可能与菌

株的地区性有关#鉴于阿米卡星的低耐药率$

&%)X

&#可将其作

为医院感染肺炎克雷伯菌治疗的首选药物之一,表
#

结果还

显示#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对产
R-Y3?

株的耐药率较高$

&"%$X

!

=!%$X

&#提示在治疗产
R-Y3?

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感染时应

尽可能避免使用喹诺酮类抗菌药物,产
R-Y3?

菌株在对第
#

代头孢菌素耐药的同时#对氨基糖苷类及喹诺酮类药物也表现

为耐药#说明携带
R-Y3?

的质粒可同时携带氨基糖苷类)喹诺

酮类等抗菌药物的耐药基因#从而表现为多重耐药,

肺炎克雷伯菌是引起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特别是产

R-Y3?

多重耐药株更易在住院患者间播散#有可能导致医院

感染的暴发流行,所以为了预防和减少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感

染的发生#应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尽量减少第
#

代头孢菌素的

使用频率和时间%严格执行医院内消毒隔离制度#防止耐药菌

株的扩散%根据药敏结果使用敏感抗菌药物#对产
R-Y3?

肺炎

克雷伯菌应首选阿米卡星)亚胺培南#其次为含
$

/

内酰胺酶抑

制剂的复方制剂类抗菌药物%加强对产
R-Y3?

菌株的监测#控

制产
R-Y3?

肺炎克雷伯菌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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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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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携带率变化与乙型肝炎疫苗母婴阻断

调查分析

马美红!

!陈建华"

!林振南#

!雷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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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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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惠东地区学龄前儿童和产妇乙型肝炎"简称乙肝$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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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携带率!比较分析

!<<(

!

"'')

年学龄前儿童
]Y?:

D

携带率的变化%方法
!

对学龄前儿童以健康体检的形式进行
]Y?:

D

普查#孕妇

则采用产前普查形式#

]Y?:

D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R3+-:

$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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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龄前儿童
]Y?:

D

携带率均呈下降趋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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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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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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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龄前儿童
]Y?:

D

阳性率比较!每隔
(

年!学龄前儿童
]Y?:

D

阳性

率均明显降低#"

#

$

"''&

!

"'')

年产妇的
]Y?:

D

阳性率无明显变化!且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X

!

!(%)X

$%

结论
!

"

!

$母婴免疫阻断和新生儿计划免疫有效地控制了乙肝病毒"

]YU

$感染#"

"

$新生儿乙肝疫苗计划免疫的普

及率及母婴阻断效果仍需提高%

"关键词#

!

乙型肝炎#

!

学龄前儿童#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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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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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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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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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病毒$

]YU

&感染是世界性的公共卫

生问题,中国是乙肝的高流行区#乙肝表面抗原$

]Y?:

D

&携

带者约
!%"

亿#且
]Y?:

D

慢性携带者多始于儿童期感染#以

后可发展为慢性肝炎)肝硬化#还与原发性肝细胞癌密切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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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进胜和何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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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惠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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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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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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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情况作了比较分析,本文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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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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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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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龄前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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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携带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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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龄前

儿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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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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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率进行比较分析#报道

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学龄前儿童均为健康体检对象#分别来自部

分县城和周边乡镇幼儿园在惠东县妇幼保健院)惠东县人口和

计划生育服务站及惠东县人民医院体检的儿童#年龄
#

!

&

岁,

$%/

!

检测方法
!

]Y?:

D

采用
R3+-:

检测#试剂由上海荣盛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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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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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阳性率比较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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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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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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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率无论男女性

均呈下降趋势#且均为男性高于女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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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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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无明显变化#且一

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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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计划免疫对
]Y?:

D

携带率下降的重要作用,

!<<"

年调查广东省人群
]YU

携带率为
!=%)&X

#居全国之首*

!

+

,

乙肝感染在我国除母婴垂直传播外#还有水平传播#如通过输

血和血液制品传播#与乙肝患者及
]YU

携带者日常生活的密

切接触等,据报道#人群中
]Y?:

D

携带者中至少有
$'X

来源

于母婴传播#而由此感染的婴儿至少可携带
]YU!'

年以

上*

#

+

,我国大陆地区孕妇
]Y?:

D

的阳性率为
!'X

!

!&X

%澳

门地区为
!'%!X

,本文调查资料显示#惠东地区
"''&

!

"'')

年产妇的
]Y?:

D

阳性率为
!$%!X

!

!(%)X

$表
#

&,因此#实

施新生儿
]YU

疫苗计划免疫#做好孕妇乙肝筛查和母婴传播

的阻断工作非常重要,

为提高全省儿童的乙肝免疫水平#达到降低
]YU

感染率

和乙肝发病率的目的#广东省把乙肝疫苗预防接种作为防制乙

肝的基本策略#于
!<<"

年起在全省推行乙肝疫苗预防接种工

作#重点对新生儿及学龄前儿童普遍接种乙肝疫苗#并将其纳

入计划免疫管理*

$

+

,

曾汉武等*

&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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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乙肝疫苗接种率农村为
(#%"X

)

城市为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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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启用现行的报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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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乙肝疫苗接种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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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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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示全省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逐年提高#

!

!

!$

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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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率从
!<<"

年开始逐年下降,并认为这与卫生部颁发2全

国乙肝疫苗免疫接种实施方案3的进一步落实)乙肝疫苗纳入

儿童计划免疫)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逐年提高有关,

惠东县从
!<<(

年开始实施乙肝预防计划免疫工作,余进

胜和何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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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实施乙肝计划免疫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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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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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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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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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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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施计

划免疫以后仍有较高的阳性率$

#%&X

&#可能与计划免疫的普

及率有关,经过几年的努力#计划免疫普及率得到大幅度提

高,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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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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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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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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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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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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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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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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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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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同时显示#

"''&

!

"'')

年入托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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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阳性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本地区计划免疫普及率在不断上

升#实施新生儿
]YU

疫苗计划免疫#对阻断
]Y?:

D

经母婴传

播有重要意义,

'%/

!

新生儿
]YU

疫苗计划免疫的普及率及母婴阻断的效果

仍需提高,据文献报道#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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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全省
!

!

<

岁儿童

乙肝疫苗接种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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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接种率为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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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疫

苗预防接种实施良好#但仍有部分儿童未接受疫苗免疫,另

外#现行的免疫措施在阻断
]YU

母婴传播时仍有免疫失败发

生*

(

+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区实施乙肝疫苗计划免疫和母

婴传播免疫阻断几年来#入托儿童
]Y?:

D

携带率仍为
!%(X

#

说明新生儿乙肝疫苗计划免疫的普及率及母婴阻断效果直接

影响儿童
]YU

携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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