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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病情#缩短了

治疗时间#但由于长期,广泛使用#将导致细菌耐药性的增加#

以及多重耐药菌的产生#还会导致疗效不佳#药品资源浪费#给

患者带来经济负担+因此监测临床细菌耐药性对准确掌握细

菌耐药变迁#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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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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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院病原菌检测率逐年

递增#病原菌感染的类型趋向多元化#耐药率也在增加+两年

来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率居高不下#其主要原

因在于本院以开放性,粉碎性等重症和危重骨折患者居多#另

外可能与患者免疫功能低下,使用了较长时间的抗菌药物,常

常进行各种侵入性检查,治疗及医疗设备消毒不彻底而导致院

内感染等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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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少数抗菌药物保

持比较好的敏感性#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敏感率较好#对青霉

素类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说明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

菌对加酶抑制剂抗菌药敏感#对其引起的感染可选用万古霉

素,利奈唑胺治疗+在本次研究中未发现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

耐药株#但万古霉素因对肾脏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导致临床

使用受到一定限制+两年来
W32%

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W385

$2

的检出率#因此减少或防止
W32%

感染的产生和扩散是临

床上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临床上治疗金葡萄球菌 感染应注

意监测
W32%

#根据药物敏感程度合理选择用药#防止
W32%

多重耐药株的出现和传播)

+

*

+

随着三代头孢的大量应用#产
!2"0E

的肺炎克雷伯菌占

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的
'&(&;<

#产
!2"0E

的大肠埃希菌逐渐

增多#占到本次分离大肠埃希菌的
;*(;:<

#明显高于产
!25

"0E

肺炎克雷伯菌+本次研究对肠杆菌科细菌效果较好的抗

菌药物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舒巴坦,阿米卡星#对

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最敏感+铜绿假单胞菌有多药耐药机制#

如改变抗菌药物的作用靶酶#主动外排系统的过度表达#外膜

通透性的改变)

.5)

*

#病原菌产生抗菌药物灭活酶或抗菌药物修

饰酶以及形成生物膜等造成其耐药的复杂性#使其对许多抗菌

药物产生耐药)

;5,

*

+对铜绿假单胞菌敏感的抗菌药物有阿莫西

林克"拉维酸,氨曲南,庆大霉素,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哌拉西

林"舒巴坦和阿米卡星#其他抗菌药物耐药性多大于
)*<

+阴

沟肠杆菌虽呈不同程度的耐药#但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

培南和美罗培南敏感性较高+

抗菌药物的滥用意味着抗菌药物时代的结束#医务工作者

应做好无菌操作和消毒隔离制度以防止多重耐药的发生#并严

格探视制度)

/5&*

*

+抗菌药物应用疗程不合理必然导致病原菌

谱的改变,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和耐药率的增加)

&&

*

+临床医生

应该在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前#重视细菌培养#及时采集标本#根

据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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