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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铜绿假单胞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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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为了了解本地区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自

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培养&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对分离出的
"!1

株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布及耐药性进

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送检标本中细菌检出最高的分别为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铜绿假单

胞菌在痰液标本中分布最高!为
#$-"0

$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庆

大霉素!耐药性分别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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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率较高的是头孢噻肟&氨曲南&左氧氟沙星

耐药率分别为
)*-"0

&

2$-20

&

2"-$0

$结论
!

铜绿假单胞菌为医院呼吸道感染的常见致病菌!对多种抗菌药物呈

不同程度耐药$加强动态监测!对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预防和药物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故应加强其耐药性的监

测!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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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有关问题

的通知#要求加强临床微生物检测与细菌耐药监测工作#建立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预警机制#加强耐药菌株的监测#保证抗生素的

合理和有效应用+铜绿假单胞菌是人类的常居菌#广泛分布于

医院的各个环境#其致病力强#可引起严重感染#是医院内感染

的重要机会致病菌+在扬州市江都中医院呼吸道感染特别多

见#由于该菌属有多重耐药性#能天然抵抗多种抗菌药物#因而

给治疗带来很多困难+为探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分布及耐药现

状#本科室对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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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送检标本中

分离的
"!1

株铜绿假单胞菌在标本中的分布及常用抗菌药物的

耐药性进行统计分析#为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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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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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
!

来自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

送检标本#包括痰,尿,胸,腹腔积液及多种分泌物等+

$-/

!

菌株的培养,分离,鉴定,药敏试验
!

采用珠海
YR4*1

自

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配套鉴定及药敏板#药敏板完全符

合
U,,RI

标准+

$-'

!

质控菌株
!

铜绿假单胞菌
3+,,./#!)

#大肠埃希菌

3+,,.!*..

#金黄色葡萄球菌
3+,,.!*.)

+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I&II")-$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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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检出的铜绿假单胞菌在送检标本中的分布及耐药情况见

表
"

+结果显示送检标本中细菌检出最高的分别为大肠埃希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在痰液标

本中分布最高#为
#$-"0

+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

南,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庆大霉素#耐药性分别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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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率较高的是头孢

噻肟,氨曲南,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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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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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在送检标本中的分布情况

标本来源
1

百分比$

0

%

痰
".! #$-"

尿
"" /-"

分泌物
"1 "$-)

腹腔积液
) "-*

血液
" $-1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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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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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情况

抗菌药物 耐药株$

1

% 耐药率$

0

%

亚胺培南
"# ""-!

美罗培南
.. "2-"

阿米卡星
.# "/-*

庆大霉素
)/ .)-/

头孢吡肟
2" .1-)

头孢他啶
!" ).-/

头孢哌酮
!/ )1-!

头孢噻肟
1"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2

左氧氟沙星
12 2"-$

环丙沙星
2/ )$-"

氨曲南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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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不同地区对同一种药物有不同的耐药性#本文报道的药敏

结果与文献)

"4.

*有一定的区别#这可能与不同地区对药物使

用习惯如时间的长短,频密程度,药物搭配等不同有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本院细菌感染常见的致病菌为大肠埃

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的
"!1

株铜绿假

单胞菌主要分布于痰液为
#$-"0

#高于一般文献的报道#是引

起呼吸道感染的首发病菌(其次分泌物为
"$-)0

+故应加强

患者呼吸道和伤口的护理和监测及病房的消毒与监测#才能有

效地控制医院感染+

本组资料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为

2"-$0

#对氨曲南的耐药率达
2$-20

#对头孢噻肟,头孢哌酮

耐药率也高达
)*-"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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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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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头孢菌素对革兰阴性

杆菌产
WIJR;

具有强烈的诱导和筛选作用使其治疗效果明显

降低#应严格控制第
)

代头孢菌素的使用#特别是不规则的预

防性用药#以减少其诱导作用)

)

*

+四代头孢菌素是近年来才使

用于临床#具有耐酶和广谱的作用#但耐药率也达
.1-)0

与李

庆兴)

)

*报道的
.)-./0

相近+第
2

代头孢对
3?

A

,

酶具有较

高的稳定性#明显高于第
)

代头孢菌素和氨曲南#可考虑策略

性替换第
)

代头孢菌素和氨曲南#以恢复其敏感性)

2

*

+氨曲南

是单环内酰胺类药物#对大多数染色体和质粒介导的内酰胺稳

定#但其耐药率也达
2$-20

#有研究报道
/*-10

的
WIJR;

可

以分解氨曲南)

!

*

+碳青霉稀类的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也达

""-!0

#低于国家细菌耐药检测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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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健康教育人员素质#重视人才培养
!

健康教育工作

人员素质决定着健康教育工作的质量+干休所业务人才队伍

建设#对干休所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

*

+加强健康教育

工作者业务学习和培训#是提高业务人员素质的基础+另外#

选拔业务素质较好的同志到有关院校进修(或者通过集中培

训#专题讲座及参观交流等方式#提高整体水平和业务素质#逐

步形成一支专业力量较强的老干所的健康教育队伍#适应.两

高期/老干部的健康需求及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

要)

2

*

+

/-'

!

增加经费投入#打牢工作基础
!

健康教育是一项经常性

的工作#尤其是处在.两高期/的老干部显得尤为重要#必须立

足健康教育促保健#要长远规划#加大投入#打牢基础#努力提

高军队.两高期/老干部的健康水平(主管部门要将健康教育的

支出纳入预算#而老干所要从预算经费或家底经费中解决一部

分基本资金#上级机构设立部分专项经费或拨实物到基层#以

满足健康教育的需要)

!

*

+

/-1

!

构建合适的体系及系统考评和激励机制
!

根据0军队健

康教育方案1的要求#应分别对健康教育的组织领导,教育实施

和教育效果进行综合考评+并结合落实贯彻条令#加强检查,

指导+像抓安全工作一样#要经常抓,时时抓#并及时总结经

验#适时表彰先进#推动.两高期/老干部健康教育工作深入持

久地开展)

1

*

+另外#把健康教育工作的落实纳入年终考评及奖

励干部的一项内容#促进健康教育工作在基层单位的展开)

/

*

+

/-2

!

采用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方法和教育材料
!

国内外各基

层目前采取的教育方式主要有集体,小组和单人
)

类#具体方

法有定期健康教育讲座,卫生知识宣传栏,座谈会,手术指导,

给患者讲课,重点人群指导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于老

干所#应该结合自身的任务及特点#将现有的各种健康教育方

法#灵活,恰当地用于.两高期/老干部的健康教育#既可以增强

健康教育的效果#也可以弥补随机教育的不足+同时#应利用

发达的信息网络#构建干休所卫生信息网教育方法+同时#利

用卫生信息系统提供的幻灯,摄像,编辑等支持#编制具有老年

特色的健康教育教材,以防治为主的影视片,录像片,宣传图,

幻灯等实用性较强的教育资料+

'

!

结
!!

论

健康教育是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卫生保健服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由于重视不够,专业队伍不稳定,工作不规范,手段

单一#评价不科学#亟需改进+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提高

认识#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增加经费投入#开展科学的考评和

激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努力提高老干部卫生保

健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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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多家医院临床分离的铜绿假单胞

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
")-"0

!

"*-"0

)

14/

*

+这与本院严格

控制使用碳青霉稀类有关#但应注意亚胺培南是一种很强的
&

4

内酰胺酶诱导剂#在治疗中不能与三代头孢菌素合用#以免诱

导细菌产生诱导酶+氨基糖苷类的庆大霉素和阿米卡星耐药

率也达
.)-/0

及
"/-*0

+

铜绿假单胞菌耐药及多重耐药是临床较为突出的问题+

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的产生与以下因素有关!其耐药机制为

$

"

%细菌产生抗菌活性酶如
&

4

内酰胺酶,氨基糖苷钝化酶等(

$

.

%细菌改变抗菌作用的靶位#从而逃避抗菌药物的抗菌作用#

如青霉素结合蛋白,

YU3

旋转酶等结构发生改变($

)

%外膜通

透性降低($

2

%生物膜形成($

!

%主动泵出系统等+其中主动泵

出系统在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中起着主导作用)

#

*

+临床不

合理用药!临床上对铜绿假单胞菌耐药的药物长期使用#势必

会致使药物的效能下降#耐药菌株增加)

*

*

+

调查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日趋严重#成为医院呼

吸道感染的常见致病菌#应引起高度重视#临床应结合微生物

实验室的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缓耐药菌株的快速发展(

同时#改善卫生条件#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防止耐药菌的交

叉感染#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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