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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院金黄色葡萄球菌
"

年检出率变化与耐药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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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解放军第一一八医院
&$$%

!

&$#$

年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

情况及耐药谱变化!为指导临床控制院内感染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方法
!

用自编
XQB>L

软件从
V/O

数

据库中采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住院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共
&"%

株%菌株鉴定和

药敏试验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5.PXQ

H

E>((;:<

细菌鉴定系统和药敏板条!并用
XQB>L

透视图表进行不同年

份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分析%结果
!

近
"

年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

株!占总检

出菌的
#61%R

%随着院内感染管理工作的深入和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宣传力度的加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产生呈现良好的回落势头!已从
&$$%

年的
791SR

递减到
&$#$

年的
8$1$R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

物的耐药谱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尤其对氟喹诺酮类$米诺环素和四环素以及利福平的耐药率亦呈逐年降低的趋

势%结论
!

了解和掌握该院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和流行病学规律以及耐药状况!对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延缓

细菌耐药株产生以及控制院内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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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是人体皮肤)黏膜的

常见定植菌#也是烧伤感染中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

#)&

,

*由于

其高耐药性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4*O5

%检出趋势

的上升#该菌已成为院内感染的重点监测对象之一+

9

,

*本文结

合本院
&$$%

!

&$#$

年临床送检标本细菌检测数据#进一步分

析本院近
"

年来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耐甲氧西林株检出情况和

耐药谱变化#为指导临床控制院内感染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

供参考#现将结果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菌株来源
!

用自编
XQB>L

软件从
V/O

数据库中采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患者送检的创面分泌物)静脉

留置针)血液等标本中分离的所有菌株共
#8"#

株#其中金黄

色葡萄球菌
&"%

株*在金黄色葡萄球菌中#共有
&&&

株为

4*O5

*

$1/

!

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
!

参照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的

规定分离病原菌#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5.PXQ

H

E>()

(;:<

细菌鉴定系统#进行鉴定及药敏测定*细菌鉴定试条及药

敏试条#均为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产品#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

进行操作*并以苯唑西林为代表检测金黄色葡萄球的耐药性#

凡对苯唑西林耐药者判定为
4*O5

*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XQB>L

透视图表功能进行不同年份金

黄色葡萄球菌及
4*O5

检出率分析*

/

!

结
!!

果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患者送检标本

9&6&

份#共分离检出各类致病菌
#8"#

株#其中金黄色葡萄球

菌
&"%

株#占总检出菌的
#61%R

*各年度金黄色葡萄球菌检

出情况见表
#

*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见表
&

*

"

年来

金黄色葡萄球菌与
4*O5

检出情况见图
#

#可以看出#

"

年间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随苯唑西林耐药株的递减而下降*

表
&

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类
#$$R

耐药#

对庆大霉素也有较高的耐药率$

7$R

以上%*而喹奴普汀
)

达福

普汀)替考拉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率较低#均在
91$R

以下(未见耐万古霉素菌株*

"

年间#金黄色葡萄球菌随着苯唑西林耐药株检出率的降

低#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谱也随之发生改变#特别是随着

苯唑西林耐药株检出率的下降#其对四环素)米诺环素)利福

平)左旋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的耐药率亦呈逐年递降趋势#结果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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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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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S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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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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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间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情况

年份 菌株总数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占检出菌株百分比$

R

%

&$$% &76 %6 &&1%

&$$6 &67 %8 &&17

&$$S 99S 69 &#1%

&$$7 #7S 96 #S16

&$#$ 997 #" 818

总计
#8"# &"% #61%

图
#

!

金黄色葡萄球菌与耐苯唑西林株检出情况

图
&

!

"

年间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变迁

表
&

!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
"

年耐药率%

R

&比较

抗菌药物
&$$%

年
&$$6

年
&$$S

年
&$$7

年
&$#$

年

青霉素
#$$1$ #$$1$ #$$1$ #$$1$ #$$1$

庆大霉素
7S1" #$$1$ 7"17 #$$1$ 7919

左氧氟沙星
7"1" 791S S619 6$19 9919

诺氟沙星
7"1" 7"19 7$1# S#1# 8%16

苯唑西林
791S 7%17 7$18 6$19 8$1$

红霉素
S616 7%17 761& 7619 S%16

四环素
S616 6S1# S#16 %&1& #919

米诺环素
S$1$ "718 "91" 8"17 #919

氯洁霉素
6"1S S#19 %%1& 6S18 "919

利福平
6#1& %%16 %$1% "81# &%16

复方磺胺甲恶唑
&"1S 9&1S 981& 961S &%16

喹奴普汀
)

达福普汀
91$ #1% $1$ &16 $1$

替考拉宁
#1" $1$ $1$ $1$ $1$

续表
&

!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
"

年耐药率%

R

&比较

抗菌药物
&$$%

年
&$$6

年
&$$S

年
&$$7

年
&$#$

年

夫西地酸
#1" #"1% "&1# 8"17 $1$

呋喃妥因
$1$ $1$ $1$ $1$ #919

万古霉素
$1$ $1$ $1$ $1$ $1$

'

!

讨
!!

论

近年来#随着广谱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以及留置针等侵入

性操作的普及#使革兰阴性杆菌感染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革

兰阳性球菌的感染呈上升趋势+

8

,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感

染最主要的革兰阳性球菌+

#

,

#自
4*O5

出现以来#其多药耐药

性和交叉耐药性已成为临床治疗非常棘手的突出问题#也是医

院感染监测的重点菌株之一*

金黄色葡萄球菌广泛分布在自然界#是常见的化脓性感染

病原菌#其
4*O5

的耐药机制复杂#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包

括
"

)

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等#但对

万古霉素等糖肽类抗菌药物敏感*从本院检出情况看#

"

年间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随苯唑西林耐药株的递减而降低#经统

计分析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N$176#%

#

!

"

$1$#

%*由于

苯唑西林在试验条件下较甲氧西林稳定#因而选用苯唑西林作

为耐酶青霉素的代表#凡对苯唑西林耐药者即为
4*O5

+

&

,

*

本院金黄色葡萄球菌主要来自创面分泌物)血液和静脉留

置针#尤其在静脉留置针和创面分泌物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检

出率最高#分别为
891SR

和
9$19R

+

#

,

*说明静脉留置针是引

发血液循环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主要途径之一+

#

,

*特别

是烧伤患者#其静脉留置针金黄色葡萄球菌曾高达
%$19R

#且

全部为
4*O5

+

&

,

*但随着院内感染管理工作的深入和临床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宣传力度的加强#本院近年来
4*O5

检出率

呈现良好的回落势头$见图
#

%#已从
&$$%

年的
791SR

递减到

&$#$

年的
8$1$R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谱

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尤其对氟喹诺酮类)米诺环素和四环素

以及利福平的耐药率亦呈逐年递降趋势#故临床金黄色葡萄球

菌检出率亦随之降低*说明本院近年来院内感染管理及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工作卓有成效*

综上所述#了解和掌握本单位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和流行病

学规律以及耐药状况#加强院内感染管理工作尤其是医护人员

手卫生的宣传和置入性针$管%的细菌监测#对指导临床合理选

用抗菌药物#延缓细菌耐药株发生以及控制院内感染具有重要

意义*

参考文献

+

#

, 黄学忠#林佩佩#陈晓飞
1#9S"

株临床流行菌株调查及耐

药性分析+

[

,

1

东南国防医药#

&$##

#

#9

$

9

%!

&#7)&&&1

+

&

, 周平#沈默#黄学忠#等
1

烧伤患者静脉留置针检出金黄色

葡萄球菌及耐药性分析+

[

,

1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S

#

#S

$

#

%!

#$S)##$1

+

9

, 梁淑兰#邓伟航#陈伟标
1

金黄色葡萄球菌及铜绿假单胞

菌的耐药变迁+

[

,

1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6

$

&#

%!

&9"&)

&9""1

+

8

, 陶智#王艳#齐金海
1

医院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

探讨+

[

,

1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6

%!

&%S7)&%7$1

$收稿日期!

&$##)$%)&&

%

-

&9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VAC4>I!L;<

!

3B?:C>E&$##

!

W:L1S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