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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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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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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我国
SXI3

检出率差异很大#范围在
.*-*0

!

!)-*0

)

.

*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来
SXI3

的检出率明显增

加#我国的
SXI3

感染率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

*

+本次调

查表明#

SXI3

在本院的检出率为
1.-$0

#而
SXI3

本身的

高度致病性和产生的多药耐药性#导致该菌引起的全身性严重

感染病死率大于
!$-$0

#已经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

SXI3

的耐药机制非常复杂#主要是其染色体上的
?9F3

基因

编码产生一种特殊的青霉素结合蛋白而引起
&

4

内酰胺类抗生

素耐药的主要原因)

2

*

(另一种是由耐药基因介导的固有耐药

性#也是其主要耐药机制+这两种机制导致
SXI3

耐药非常

广泛+本文结果显示#本院
SXI3

检出率为
1.-$0

#分析可能

原因#主要和住院时间较长,侵入性操作破坏机体的正常屏障,

患者机体抵抗力低,原发病危重及大量抗菌药物的应用有关+

一旦医院内发现
SXI3

感染#务必严格执行标准预防#立即切

断感染源#遏制
SXI3

医院感染的爆发流行+本次调查结果

表明#本院
"11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从阳性标本的来源看#在呼

吸道标本中检出率最高占
2!-.0

#其次是外科切口分泌物占

)"-*0

#血液科占
*-$0

#与国内文献李娟和韩艳)

!

*报道一致+

因此#临床工作者应加强对患者下呼吸道#手术切口等医院感

染好发部位的监测与护理#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

调查发现
SXI3

对青霉素,苯唑西林耐药最高$

"$$0

%#

其次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环丙沙星,红霉素,庆大霉素,利福平

的耐药率比较高)

1

*

#均大于
#$0

#替考拉宁耐药率为
.-*0

+

SII3

对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红霉素耐药率比较高+本文药

敏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高#对万

古霉素和利奈唑胺未有耐药株产生#本院
SXI3

对抗菌药物

的耐药率明显高于
SII3

#二者的治疗原则完全不同+目前#

本院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
"$$-$0

敏感+

因此#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危重患者#首先考虑选用糖

肽类万古霉素和唑烷酮类利奈唑胺抢救生命#但在治疗过程

中#应关注此类药物对患者的不良反应#做到安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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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慢性肾病患者检测血尿酸的意义$方法
!

2$

例慢性肾病组与
)$

例健康对照组同时检测

肌酐"

,:

#&尿素氮"

JZU

#和血尿酸"

Z3

#!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分析$结果
!

慢性肾病组的
,:

&

JZU

和
Z3

值分别高

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慢性肾病组患者的血尿酸异常阳性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高尿酸血症是慢性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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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

!"#

!

$%&'()(

"

*

&+,,-&$)./0(122&/%$/&$1&%2%

文献标志码$

J

文章编号$

"1/.4*2!!

"

.$".

#

"24"//.4$.

!!

慢性肾病是严重危及人类健康的疾病#近年高尿酸血症的

发病率升高#嘌呤代谢紊乱是其基本原因+高尿酸已成为肾功

能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

"

*

+本研究旨在探讨血尿酸水平变化

与肾病发生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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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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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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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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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R=KS98,CB7

!

T6C

H

.$".

!

'5C-*

!

U5-"2



人民医院$下称本院%就诊患者
2$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平均$

!*-1d"$-!

%岁+非同日
.

次空腹血清尿酸水平男性和

绝经期女性大于
2.$??5C

"

R

#绝经前女性大于
)1$

-

?5C

"

R

+

健康对照组
)$

例#男
"1

例#女
"2

例#平均$

!!-!d""-.

%岁#为

同期健康体检者+

$-/

!

试剂与仪器
!

主要试剂为血清尿酸$

Z3

%,尿素氮

$

JZU$

和肌酐$

,:

%检测试剂盒$中生公司提供%(主要仪器

%]+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公司%+

$-'

!

方法
!

酶法检测
,:

,

JZU

和
Z3

+

$-1

!

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数据以
Ed/

表示+两组样本均

数比较采用
?

检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

!

结
!!

果

/-$

!

组间临床生化指标比较
!

慢性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
,:

,

JZU

和
Z3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慢性肾病

组的
,:

,

JZU

和
Z3

值分别高于健康对照组#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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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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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临床生化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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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血尿酸异常比较$表
.

%

!

慢性肾病组患者的血尿酸

异常阳性率最高#与健康对照组血尿酸异常阳性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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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血尿酸异常阳性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血尿酸异常阳性数 血尿酸异常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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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控制嘌呤代谢可降低血尿酸水平#对防治冠心病动脉

粥样硬化发生意义重大)

.4)

*

+但慢性肾病中如何检测血尿酸来

警示病情的发展报道甚少+尿酸是嘌呤代谢主要的产物#血中

的游离尿酸主要被肾小球滤过#几乎被近曲肾小管重吸收)

2

*

+

本研究发现慢性肾病患者血尿酸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与肾

功能异常密切相关#可见高尿酸血症直接导致肾功能损害的发

生#应得到临床医生及检验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高尿酸血症不

仅导致痛风#也是肾脏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41

*

+

本研究还发现慢性肾病患者血尿酸阳性率远高于对照组#

即高尿酸血症患者同时肾功能异常几率偏高#所以尽早控制血

尿酸水平可减缓肾功能减退#肾小球滤过率增加或肾小管分泌

受损的进程+总之#慢性肾病患者应尽早监测血尿酸水平#可

控制肾脏病变的进一步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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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妇女四项生化指标变化的探讨

张晓宇"首都医科大学石景山教学医院%北京市石景山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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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妊娠期妇女尿素氮"

JZU

#&肌酐"

,:

#&尿酸"

Z3

#&葡萄糖"

eRZ

#四项生化指标的生理变

化$方法
!

采用
PRkS&ZI43Z./$$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

例妊娠期妇女"测定组#及
.$!

例同年龄段健康体

检的妇女"对照组#进行
JZU

&

,:

&

Z3

&

eRZ

四项生化指标的分析$结果
!

测定组
JZU

&

,:

&

Z3

&

eRZ

四项指标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妊娠期妇女肾脏功能和糖的代谢发生了改变!

JZU

&

,:

&

Z3

&

eRZ

不适用于健康人的参考值范围!各个实验室应建立妊娠期
JZU

&

,:

&

Z3

&

eRZ

的参考值范围!以利于临

床医师对妊娠期妇女各项指标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更准确的对妊娠期妇女并发症作出判断$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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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间#由于胎儿在母体内生长和发育#会分泌和代谢

许多产物#从而影响母体的代谢和一些系统功能+随着胎儿代

谢产物的增加#妊娠妇女肾功能和糖的指标会发生改变+只有

确认这些生理改变才能对妊娠期妇女作出正确的诊断#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为此#测定本院
.$!

例健康妊娠期妇女的尿素氮

$

JZU

%,肌酐$

,:

%,尿酸$

Z3

%,葡萄糖$

eRZ

%四项指标#现报

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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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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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

年
""

月在本院妇女做孕期保健常规检

查的
.$!

例健康妊娠妇女#年龄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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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孕前排除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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