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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导管相关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同源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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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分离自同一患者不同血流部位的
$

株鲍曼不动杆菌进行同源性分析!在基因水平上明确中

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实验室诊断!为临床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西门子
X9<D7:<FGbFCSFIF

L

&'2CJ:

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对分离的
$

株鲍曼不动杆菌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应用肠杆菌科基因组间重复序列聚

合酶链反应"

T43/!2/4

%及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同源性分析'结果
!

$

株鲍曼不动杆菌
T43/!2/4

均扩增出阳性

产物!

$

株细菌均电泳出
"$

条位置相同的条带'结论
!

$

株鲍曼不动杆菌属于相同的基因型!

T43/!2/4

可用于鲍

曼不动杆菌的同源性分析'

"关键词#

!

中心静脉导管$

!

导管相关血流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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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侵入性操作

用于临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其中中心静脉导管穿刺术是一种

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手段+通过中心静脉导管可以进行高渗及

强刺激药物输注,血液透析,营养支持治疗及动态监测血流动

力学#可以避免多次外周静脉穿刺#减少患者痛苦#还可以避免

化疗药物外渗#减少因化疗药物引起的静脉炎-

"

.

+但是随着中

心静脉导管的广泛使用#中心静脉导管引起的导管相关血流感

染$

/4\03

&在普通病房及重症监护病房$

3/_

&均有发生#不仅

增加患者医疗支出及住院时间#而且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

甚至威胁患者生命-

#!$

.

+本次调查通过分析分离自同一患者外

周血,中心静脉导管血及中心静脉导管尖端
$

株鲍曼不动杆菌

同源性#查找分析造成此次
/4\03

的可能原因#加深对
/4\03

诊疗的认识#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患者#女#

5&

岁#因)反复胸闷,胸痛
"'

年#再

发伴头晕,头痛
?K

*收入本院心内科+

&

月
#(

日为了建立静

脉输液通路#监测中心静脉血压#行经锁骨下中心静脉穿刺置

管术+

-

月
?

日
"#

!

''

左右患者出现发热#体温
$5%$`

#随即

分别从中心静脉导管及右上肢抽取静脉血进行血培养#结合患

者临床表现经验给予静脉滴注头孢曲松$

/4f

&#当晚
".

!

''

左

右中心静脉导管血细菌培养报阳性#涂片结果为革兰阴性杆

菌#立即拔除导管并送检做导管尖端细菌培养及鉴定#

-

月
5

日
'"

!

''

左右右上肢静脉血细菌培养报阳性#涂片结果为革兰

阴性杆菌+

-

月
"'

日中心静脉导管血,右上肢静脉血及中心

静脉导管尖端培养结果均为鲍曼不动杆菌#中心静脉导管尖端

鲍曼不动杆菌半定量计数结果为
#'<OJ

+

-

月
""

日患者体温

恢复正常+

$%/

!

质控菌株
!

大肠埃希菌$

>)//#-.##

&,铜绿假单胞菌

$

>)//#?5-$

&均由广东省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

!

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

采用西门子公司的
X9<D7:<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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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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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微生物鉴定及分析系统对分离得到的
$

株鲍曼不动杆菌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药敏试验采用微量肉

汤稀释法#药敏试验抗菌药物选择哌拉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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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素

$

)T)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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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他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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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噻肟$

/)h

&,头孢吡肟$

+T2

&,美罗培南$

XTX

&,阿米卡星

$

>Xc

&,庆大霉素$

*T1

&,妥布霉素$

)f\

&,环丙沙星$

/32

&,

左氧氟沙星$

6Yh

&,复方磺胺甲唑$

0h)

&

"&

种药物+药敏

试验结果以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指南文件
#'"'

版作

为药敏试验判断标准+

$%1

!

细菌基因组
[1>

提取
!

于血平板上挑取单个菌落加入

到含
-''

$

6

双蒸水的
T

BB

@GK7DO

离心管中#

"#'''D

"

M9G

离心

#':

#弃上清液#重复上述步骤洗涤细菌
#

次#最后弃上清液加

入
-''

$

6

双蒸水#每管再加入
"'M

8

"

M6

的蛋白酶
c"'

$

6

#

混匀
-5`

温浴
('M9G

#取出离心管放入
.-`

水浴箱中水浴

"'M9G

后立即冰浴
#'M9G

#

"#'''D

"

M9G

离心
"M9G

#取上清液

作为聚合酶链反应$

2/4

&模板+

$%2

!

肠杆菌科基因组间重复序列$

T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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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体系
!

引

物序列为
T43/#

!

-]!>>*)>>*)*>/)****)*>*/*!$]

#

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

.

+

2/4

反应体系!总体

积
&'

$

6

#其中双蒸水
#'

$

6

#

K1)2&

$

6

#

"'^2/4\JOO@D-

$

6

#引物
#%'

$

6

#模板
#%-

$

6

#

)F

U

酶$

- _

"

$

6

&

'%-

$

6

#

X

8

/C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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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
!

T43/!2/4

采用罗氏
<7HF:)F

U

XFG&5

型

2/4

仪进行#

T43/!2/4

反应条件-

(

.

!先
.& `

变性
-M9G

%后

.#`

变性
$':

#

-#`

退火
$':

#

?'̀

延伸
"M9G

#共计
$-

个循

环%最后再
?'`

延伸
"'M9G

+琼脂糖凝胶电泳!采用德国
\9!

7M@;DF/7M

B

F<;X

电泳仪进行电泳#

&

$

6

扩增产物加
"

$

667FK9G

8

\JOO@D

#共
-

$

6

加入到
"%#W

琼脂糖凝胶中#电压

5'Y

,电泳
$E

+采用英国
_N9;@<+9D@D@FK@D

凝胶成像仪对凝

胶进行拍照+采用
gJFG;9;

L

fG@Y&%(#

版本对电泳结果进行

聚类分析+

/

!

结
!!

果

/%$

!

$

株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分析
!

中心静脉导管血,右上

肢静脉血及中心静脉导管尖端分离得到的
$

株鲍曼不动杆菌

生物编码均相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敏感性较好+

$

株鲍曼

不动杆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敏感性见表
"

+

表
"

!

分离自导管静脉血+右上肢静脉血及导管尖端
$

株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分析

标本来源
232 )T) )3X />e /4f /)h +T2 XTX >Xc *T1 )f\ /32 6Yh 0h)

中心静脉导管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右上肢静脉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心静脉导管尖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注!

0

表示敏感+

/%/

!

同源性分析
!

分离得到的
$

株鲍曼不动杆菌采用
T43/!

2/4

进行同源性分析#

T43/!2/4

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

泳并拍照#电泳结果见图
"

+

2/4

扩增产物条带数量,位置完

全相同为同一基因型%主条带相同#副条带相差
"

"

#

条为基因

型相似或密切相关%不符合上述条件者为不同基因型+电泳结

果显示#

$

株鲍曼不动杆菌扩增产物条带数均为
"$

条且位置

相同#故认为
$

株鲍曼不动杆菌为同一基因型+聚类分析结果

见图
#

+

!!

注!

"

为中心静脉导管血%

#

为右上肢静脉血%

$

为中心静脉导管

尖端+

图
"

!

$

株鲍曼不动杆菌
T43/!2/4

电泳结果

!!

注!

(

"

为中心静脉导管血%

(

#

为右上肢静脉血%

(

$

为中心静脉

导管尖端+

图
#

!

$

株鲍曼不动杆菌聚类分析结果

'

!

讨
!!

论

/4\03

是临床一种常见的院内感染#引起
/4\03

的常见

病原菌有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铜

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真菌等#鲍曼不动杆菌已成为引起

临床科室尤其是
3/_

的
/4\03

的重要病原菌-

?!.

.

+本次调查

通过采用
T43/!2/4

在基因水平对鲍曼不动杆菌引起的

/4\03

给予确认#

T43/!2/4

具有应用广泛,简便,快速,敏感

性高及重复性好等特点#可用于细菌鉴定,分类及流行病学调

查-

"'

.

+随着各种各样导管在临床上的使用#

/4\03

时有发生#

引起
/4\03

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常见相关因素有!$

"

&导管类

型及材料+双腔及多腔导管均可增加
/4\03

发生的概率%聚

乙烯材质的导管因细菌易定植#可使
/4\03

发生率上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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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穿刺部位+锁骨下静脉感染率大于颈静脉#颈静脉感染率

大于股静脉+$

$

&敷料的选择+临床常用半透性聚氨酯敷贴可

造成皮肤局部潮湿#增加细菌定植及感染概率+$

&

&导管留置

时间+导管留置时间超过
?K

是引起
/4\03

的一个重要危险

因素+$

-

&医护人员操作熟练程度+盲穿,穿刺时间过久,操作

生疏等均可增加
/4\03

的发生率+$

(

&患者因素+高龄,肿

瘤,血液病,重症感染,创伤,营养不良,病情复杂,病程长#以及

复杂大手术等均是
/4\03

的易感因素-

""

.

+在本次调查中#该

患者送检的中心静脉导管血培养报阳时间为
&%-E

#右上肢静

脉血报阳时间为
""%5E

#比中心静脉导管血报阳时间晚
?%$E

#

中心静脉导管血及右上肢静脉血培养结果均为鲍曼不动杆菌#

拔除的中心静脉导管尖端也培养出了鲍曼不动杆菌#

$

株鲍曼

不动杆菌药敏试验结果完全形同#对常用抗菌药物均敏感+依

据
/4\03

判断标准-

"#

.

!导管尖端培养阳性计数大于或等于
"-

<OJ

#中心静脉导管血阳性报警时间比外周血报警时间早
#E

以上#该患者可确诊为
/4\03

#同时
T43/!2/4

同源性分析结

果在基因水平也显示该患者发生了
/4\03

+该患者病情十分

复杂#合并多种疾病!$

"

&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

#

&高血压%

$

$

&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胆囊炎及慢性胃炎%$

&

&右肾切除术后,

慢性肾衰竭,高钾血症%$

-

&

-

年前阑尾炎穿孔阑尾及直肠切

除#乙状结肠造口术后%$

(

&骨质疏松%$

?

&轻度贫血+结合上

述#高龄,病情复杂,病程长,复杂大手术等均可能是造成该患

者此次
/4\03

的原因#但不能排除其他因素+

由于中心静脉导管的广泛使用及易发生
/4\03

的特性#

这就要求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无菌操作#组织医护人员进行培

训#规范导管操作技术#提高导管护理水平#每天更换敷贴#对

导管进行肝素化#防止血栓形成#根据病情及时拔除导管#积极

治疗原发疾病#伴有复杂疾病的老年人做好支持治疗#提高患

者免疫力-

"$

.

+同时#在怀疑
/4\03

时应及时送检血培养及导

管尖端细菌培养#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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