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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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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耐喹诺酮类药物铜绿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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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粒基因!并分析其耐药机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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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基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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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喹诺酮类药物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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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诺酮类药物是临床上常用的抑制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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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酶的

抗菌药物#铜绿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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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最常见的引起医院感染

的革兰阴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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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喹诺酮类药物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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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株不断增加#造成临床对其感染治疗和控制变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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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大量,长期使用#致使细菌耐药性增强#已经成为

感染性疾病治疗的一大难题+

%4

广泛存在于机体的皮肤和

呼吸道等#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引起肺炎,泌尿感

染,败血症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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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诺酮类药物通过抑制细菌的拓扑异构

酶#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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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从而达到抗菌作用#环丙沙星是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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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药物之一#但随着其广泛使用#耐环丙沙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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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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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严重影响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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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编码的喹诺酮类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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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拓扑异构

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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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酶的基因突变#致使药物不能与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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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

物稳定结合导致抗菌作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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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生物膜的形成#其有

极强的抵抗作用和耐药性#感染了细菌生物膜的组织即使治疗

药物的剂量加倍也难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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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介导和质粒介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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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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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E

$

5g

%

(

MK(E&&

其编码蛋白发生
9&

<

$#.(4&

H

,

4>

<

$67(9

B

&

突变而产生

介导环丙沙星耐药的新特性而命名#其主要对环丙沙星哌嗪环

上氨基乙酰化作用而介导低水平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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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机制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

是拓扑异构酶的基因退变而导致细菌耐药#对质粒的作用仅表

现低水平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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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研究大部分是肠杆菌$如肺炎

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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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非常少+本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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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菌株#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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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的携带率#表明其在耐药机制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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