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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医院感染的耐药性分析

孔阳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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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铜绿假单胞菌"

L-T

#医院感染现状及其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为临床医生合理用药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
!

%$$1

年
!

月至
%$$2

年
!%

月从某院感染患者的临床标本中分离
%$1

株
L-T

!分离培养鉴定严格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药敏试验采用
b5R

法进行!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1

!

%$$2

年

折点判读结果$结果
!

L-T

在呼吸道标本中检出率最高!达
&$)(4

!

L-T

对常用抗菌药物均产生了较高的耐药

性!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1)14

和
!2)%4

!并且已出现广泛耐药菌株!其分离率为
()14

$结论
!

医院
L-T

产生了严重的耐药性!应加强监测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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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

药性越来越严重#使临床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越来越困难)铜

绿假单胞菌$

L-T

%对多种抗菌药物具有天然与获得性耐药性#

其所导致的感染性疾病具有难治性和迁延性#因此被公认为是

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

+

)为了了解
L-T

感染现状及耐药

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作者对某院
%$$1

年
!

月至

%$$2

年
!%

月医院感染
L-T

的药敏结果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1

年
!

月至
%$$2

年度
!%

月从某院医院感

染临床标本中分离出
%$1

株
L-T

#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

重复菌株)质控菌株
L-T

$

-6MM%"1#(

%来自卫生部临床检

验中心)

$)/

!

药敏纸片和培养基
!

各种药敏纸片和
.5,

琼脂购自杭

州天和微生物试剂公司)

$)'

!

细菌鉴定
!

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采

用常规方法鉴定*

%

+

)

$)1

!

统计学方法
!

药敏试验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

M*0S

%推 荐 的
b5R

法 进 行#判 定 标 准 及 结 果 解 释 参 照

M*0S%$$1

!

%$$2

年规则#数据分析采用
`,+QT6#)(

!

#)3

软件)

/

!

结
!!

果

/)$

!

L-T

在临床标本中的构成比
!

%$1

株
L-T

在临床标本

中的构成分别是!痰液
!%#

株$

&$)(4

%#脓液及分泌物
(&

株

$

!")(4

%#尿液
%%

株$

!$)&4

%#腹水
!2

株$

2)$4

%#血液
&

株

$

%)14

%)

/)/

!

L-T

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

L-T

对
!(

种抗菌药物的耐

药率见表
!

)

表
!

!

%$1

株
L-T

对
!(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抗菌药物 耐药株数 耐药率$

4

%

阿米卡星
&% %2)1

氨曲南
!!& ##)1

头孢他啶
#% %#)$

头孢噻肟
!$3 #$)$

亚胺培南
(2 !1)1

美罗培南
3$ !2)%

头孢哌酮"舒巴坦
&% %2)1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1 (")#

庆大霉素
!3% &1)(

哌拉西林
2$ 3()(

左氧氟沙星
2& 3&)%

环丙沙星
!$" #!)3

复方新诺明
!21 2#)%

/)'

!

L-T

广泛耐药菌株的分离率
!

%$1

株
L-T

中分离出
&

株广泛耐药菌株#占总菌株数的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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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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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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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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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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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在医院分布于医护人员手上,医

疗器械及桌椅表面和病房的空气中#因此#

L-T

是医院感染最

常见的条件致病菌之一#也是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最常见的

病原菌*

(

+

)当人体免疫力下降时#常成为医院感染病原菌而导

致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L-T

具有多种耐药机制#近年来其耐

药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本调查统计
L-T

在临床标本中的构成比#在呼吸道标本

中分离率最高#占
&$)(4

#提示呼吸系统对
L-T

易感性最

强*

3

+

)其次是脓液及分泌物#占
!")(4

)

L-T

在呼吸道感染

率最高的原因是!临床对抢救患者常采用气管内插管或气管切

开及机械通气来改善患者的缺氧问题#但以上侵入性操作对呼

吸道自身的保护屏障起到了一定的损伤作用#其后果是呼吸道

感染成为常见的并发症)长期机械通气患者下呼吸道感染常

有带有病原体的分泌物吸入的结果#定植于呼吸机回路管道内

的细菌随着喷射吸入气流形成的气溶胶或通过污染的冷凝水

倒流进入气道)且气管插管等侵入性操作损伤黏膜#影响纤毛

清除功能#细菌极易与分泌物一起进入下呼吸道#从而引起

感染)

L-T

具有多药耐药机制#对多种抗菌药物呈天然耐药#给

临床抗菌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其主要耐药可能与以下耐

药机制有关*

#5"

+

!$

!

%产生抗菌活性酶#如
6

5

内酰胺酶,金属酶,

氨基糖苷钝化酶等)$

%

%改变抗菌药物靶性#如青霉素结合蛋

白$

LRL8

%,

/Q-

旋转酶等结构发生改变#从而逃避抗菌药物

作用)$

(

%外膜通透性降低#如外膜微孔蛋白
+

'

B/%

的缺乏或

丧失)$

3

%生物膜形成)$

#

%主动外排系统可随时将抗菌药物

泵出和排出体外)因此#

L-T

因其具有天然与获得性耐药机

制#使其易定植,易变异#导致部分患者感染反复迁延#其治疗

使临床医生非常棘手)所以#防患于未然#预防
L-T

医院感染

很有必要)

由表
!

可见#临床分离的
%$1

株
L-T

对
!(

种抗菌药物均

呈不同程度的耐药#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上升到了

!1)14

和
!2)%4

#并且出现对
6

5

内酰胺类,喹诺酮类,氨基糖

苷类等抗菌药物均耐药的泛耐药菌株)造成这些的另一重要

原因与联合使用耐酶的
6

5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抗菌药物的不合

理使用#以及用药前不做药敏试验#凭经验治疗有关*

1

+

)

综上所述#

L-T

的多药耐药性呈上升趋势#已严重威胁人

类的健康与生命#建议各级医院领导应重视医院感染管理工

作#加强细菌耐药性的监测与控制#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才能控

制医院感染的暴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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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枸橼酸钠中毒)为此临床医生严格掌握输血指征是当务

之急)

')1

!

手术后输注血浆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感染
!

外科在部分手

术后用血浆促进伤口愈合#认为血浆中含有清蛋白#有利于术

后患者康复和伤口愈合)其实患者的营养状态并不会由于血

浆而被纠正#参与创伤修复的主要因素是细胞,生长因子,纤维

结合蛋白,胶原及瘢痕形成等#血浆对此无直接作用*

"

+

)

作者通过对本院
%$$2

年临床使用
]]L

病例分析结果认

为#不合理使用
]]L

的百分率超过我国内地同级医院#达到

1(4

)要改变本院临床不合理使用
]]L

的现状#是一个艰难

的过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首先#临床医生要提高输血风险

意识#充分权衡
]]L

使用的利弊#这是科学合理用血的关键)

其次#临床医生要熟练掌握
]]L

的临床适应证)同时#临床合

理使用
]]L

也离不开输血科的技术支持和指导)这样才能保

证把有限而宝贵的血液资源真正用在那些最急需的患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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