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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该院尿路感染患者的临床分布和耐药性特征!为临床诊治尿路感染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

收集
"&!"

!

"&!)

年该院住院或门诊患者的尿液标本中分离培养获得的菌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该

院尿路感染患者不同年份男女性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以泌尿外科&肾病内科&神经内科&颅脑外

科居多!致病菌主要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分离菌以大肠埃希菌居首位%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厄他培南&

亚胺培南的耐药率最低!其耐药率为
&$&,

!

"+$*,

!但在
"&!)

年耐药率相对于前
"

年均有升高表现%有些致病菌

在
"&!)

年的耐药率低于
"&!"

&

"&!#

年%结论
!

该院尿路感染患者呈逐年递增趋势!每年感染菌株种类有所不同!

开展耐药机制研究对临床合理&规范用药及防治泛耐药或全耐药菌株很有帮助%

"关键词#

!

尿路感染#

!

细菌培养#

!

耐药

!"#

!

$%&'()(

"

*

&+,,-&$)./0(122&/%$2&$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98+6@9+7-;G585;9=8+,9+;,5-??8@

B

8=,+,95-;=5-5>

:

,+,7A

C

59G7

B

=-+;65;9=8+5+-@8+-=,

C

=;+<=-,?@8+-

B

/%$/L/%$1

"

!

1(L'-%+

@

.%

&

#

'(E.7%+

M

.%

&

#

N"3O.

#

13/PI7%

#

E(17%+

@

*-

$

!-

6

789:-%9$

;

<=.%.>7=17?$879$8

@

#

"

;;

.=.79-C

D$B

6

.97=$

;

0*7%

&

C$%

&

N-C.>7=<$==-

&

-

#

PI7%

M

.7%

&

#

0*7%

&

C$%

&

+")&&!

#

<I.%7

&

'

E6,985;9

(

!

"6

*

=;9+D=

!

014C

@

=154794;=<3<;8=-<675<:27<1383--52

E

546<6783;4;9858;745<67<;61?794

@

87<4376

N<7925<385

B

758;7<3?4;7<13<3125916

@

<78=71

@

51A<-479454?4543;4:86<6?15;=<3<;8=-<8

E

316<683-79458

@B

1?25<385

B

758;7<3?4;7<13$F=9G7?,

!

094-8781?:8;745<8=6758<36<61=874-?51>25<385

B

6

@

4;<>436<3916

@

<78=<F4-

@

87<437615127/

@

87<4376?51>K83285

B

"&!"71M4;4>:45"&!)N454;1==4;74-83-6787<67<;8==

B

838=

B

F4-$H=,@>9,

!

09425<385

B

758;7<3/

?4;7<13<3125916

@

<78=98-6787<67<;8=-<??4543;468>13

E

-<??454378

E

461?>8=483-?4>8=4

@

87<4376

$

K

$

&$&+

&

$094>8/

D

15<7

B

N454<3794-4

@

857>43761?251=1

EB

625

E

45

B

#

34

@

951=1

EB

#

34251=1

EB

83-;583<1;454:58=625

E

45

B

$̀58>/34

E

87<A4

:8;745<883-R6;945<;9<8;1=<N454794>8<3

@

8791

E

43<;:8;745<8$094546<6783;41?R6;945<;9<8;1=<8

E

8<3674578

@

434>

83-<><

@

434>N86=1N467

#

<76546<6783;458746583

E

4-&$&,_"+$*,$094-52

E

546<6783;45874<3"&!)

@

5464374-83

2

@

N85-7543-;1>

@

854-N<79794

@

8677N1

B

4856$094-52

E

546<6783;458741?61>4

@

8791

E

43<;:8;745<8<3"&!)N86

=1N4579837987<3"&!"83-"&!#$I7-;>@,+7-

!

094

@

87<4376N<7925<385

B

758;7<3?4;7<13<3125916

@

<78=691N83<3/

;5486<3

E

7543-

B

4858?745

B

485$094<3?4;7<136758<364A45

BB

485854-<??45437$W13-2;7<3

E

794672-

B

1?546<6783;4>4;9/

83<6><6A45

B

94=

@

?2=?15794;=<3<;8=5486138:=483-6783-85->4-<;87<1383-

@

54A437<1383-75487>4371?

@

83/-52

E

54/

6<678376758<36$

'

J=

:

K78?,

(

!

25<385

B

758;7<3?4;7<13

%

!

:8;745<8=;2=7254

%

!

-52

E

546<6783;4

!!

尿路感染是临床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由于广谱抗菌药

的广泛使用和临床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尿路感染病原菌的

耐药性也越来越显著#导致尿路感染治愈难度加大*为了解本

院尿液标本的临床分布特征和耐药性变迁#为临床诊治尿路感

染提供参考依据#回顾性分析本院
"&!"

!

"&!)

年尿液标本病

原菌的临床分布特征和耐药性特征#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收集
"&!"

!

"&!)

年本院住院或门诊患者的尿液

标本中分离培养获得的菌株#剔除同一患者同一部位重复分离

菌株*

$$/

!

标本采样及菌株鉴定
!

严格按照1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2

#

版及1临床微生物尿道感染实验室操作规范2进行/

!

0

*

$$'

!

仪器与试剂
!

应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TU0RV"WXY/

Z.W0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

试验#部分手动药敏试验采用
V/O

纸片扩散法#参照美国临床

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

!

"&!#

年版标准判断药敏试验结

果*念珠菌采用显色平板鉴定和
V/O

法药敏试验*药敏纸片

购自英国
XC1<-

公司#哥伦比亚血琼脂平板购自江门市凯琳公

司#

Y/H

琼脂平板购自上海科玛嘉公司#酵母菌鉴定试剂盒

$比色法&购自华鑫科技有限公司*

$$1

!

质量控制
!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0WW"+*"#

)大肠埃希

菌
.0WW"+*""

及铜绿假单胞菌
.0WW"%(+#

进行质量控制*

$$2

!

统计 学 处 理
!

所 有 数 据 用
aHX\R0+$'

软 件 及

[Z[[!#$&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以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
!

"&!"

!

"&!)

年尿液标本分离病原菌的性别

分布状况显示#

"&!"

年男
%)

例#女
+)

例%

"&!#

年男
"!!

例#女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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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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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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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

\1$!(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广东医学院博士启动课题$

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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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文英#女#博士#主管技师#主要从事病原菌致病机制及耐药机制研究*



"#*

例%

"&!)

年男
%*!

例#女
%"&

例*不同年份之间性别分布

数经
#

"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

"&!"

)

"&!#

)

"&!)

年平均年龄分别为
'&$*"

)

'&$&"

)

'!$*&

岁#最

小年龄分别为
&

)

!

)

!

岁#最大年龄分别为
*"

)

*#

)

*+

岁*

/$/

!

不同科室病原菌分布情况
!

"&!"

!

"&!)

年病原菌在不

同科室的分布情况显示#不同年份不同科室间分离菌株经非参

数检验具有明显差异$

#

"

]!"($#'"

#

K]&$&&&

&*

#

年共分离

病原菌
"%)(

株#泌尿外科分离病原菌最多$

%&)

株#构成比为

"+$'",

&#肾病内科其次$

"+'

株#构成比为
*$#",

&#神经内科

第
#

$

"##

株#构成比为
($)(,

&#颅脑外科第
)

$

"!(

株#构成比

为
%$*#,

&*

/$'

!

病原菌的分布特征
!

"&!"

!

"&!)

年尿液标本不同年份

分离病原菌的变化趋势显示#

#

年从临床送检的尿液标本中共

分离培养出
"%)(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

`

_

&杆菌合计

"#)"

株$构成比为
(+$"#,

&#革兰阳性$

`

b

&球菌合计
#&%

株

$构成比为
!!$!%,

&#白色念珠菌合计为
**

株$构成比为

#$"#,

&*主要菌株株数及构成比为!大肠埃希菌
!#+*

株$构

成比为
)*$)+,

&%肺炎克雷伯菌
#++

株$构成比为
!"$*",

&%

铜绿假单胞菌
"!"

株$构成比为
%$%!,

&#粪肠球菌
!%"

株$构

成比为
'$"',

&#奇异变形杆菌
!#+

株$构成比为
)$*!,

&#鲍

曼不动杆菌
!)+

株$构成比为
+$"(,

&#屎肠球菌
*)

株$构成比

为
#$)",

&#白色念珠菌
**

株$构成比为
#$'&,

&#阴沟肠杆菌

+'

株$构成比为
"$&),

&#摩根菌摩根亚种
#)

株$构成比为

!$"),

&#弗劳地柠檬酸杆菌
#"

株$构成比为
!$!',

&#金黄色

葡萄球菌
"%

株$构成比为
&$*(,

&#表皮葡萄球菌
!)

株$构成

比为
&$+!,

&#黏质沙雷菌黏质亚种
!)

株$构成比为
&$+!,

&*

"&!)

年病原菌分离数量均高出其他
"

年每年分离菌株数*黏

质沙雷菌黏质亚种仅在
"&!)

年分离出*弗劳地柠檬酸杆菌及

白色念珠菌仅在
"&!#

)

"&!)

年分离出#奇异变形杆菌及阴沟肠

杆菌在
"&!"

年未分离出*

/$1

!

产
R[OQ6

细菌检出率
!

"&!"

!

"&!)

年大肠埃希菌与肺

炎克雷伯菌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R[OQ6

&菌株检出情况显示#

"&!"

年
"*&

株大肠埃希菌检出产
R[OQ6

菌
!&)

株#检出率为

#+$(',

%

(*

株肺炎克雷伯菌检出产
R[OQ6

菌
#"

株#检出率为

#+$*',

*

"&!#

年
"+(

株大肠埃希菌检出产
R[OQ6

菌
!"*

株#

检出率为
+&$&&,

%

')

株肺炎克雷伯菌检出产
R[OQ6

菌
)+

株#检出率为
%&$#!,

*

"&!)

年
(!!

株大肠埃希菌检出产
R[/

OQ6

菌
)!#

株#检出率为
+&$*",

%

"&"

株肺炎克雷伯菌检出产

R[OQ6

菌
!&)

株#检出率为
+!$)*,

*

/$2

!

主要病原菌的药敏结果
!

尿液培养主要分离细菌的耐药

率见表
!

!

#

*

表
!

!

主要肠杆菌科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

年
"&!#

年
"&!)

年

肺炎克雷伯菌

"&!"

年
"&!#

年
"&!)

年

奇异变形杆菌

"&!"

年
"&!#

年
"&!)

年

阴沟肠杆菌

"&!"

年
"&!#

年
"&!)

年

阿米卡星
_ _ *$" _ _ _ &$& &$& +$% _ +&$& ""$"

氨苄西林
*&$& (#$( ('$% !&&$& *&$' %!$" !&&$& +#$# '*$( !&&$& _ _

氨苄西林"舒巴坦
+%$+ ))$" +&$% '($( +#$! ++$( !&&$& "'$% )!$+ _ _ _

呋喃妥因
%$+ +$) '+$! '"$+ #)$) )($! !&&$& !&&$& *'$" _ +&$& ##$#

复方磺胺甲唑
'"$+ +#$! ')$* '($+ +'$" +!$* !&&$& )&$& '"$# _ +&$& )($!

环丙沙星
'"$+ +'$* ')$* %+$& +&$& +&$& !&&$& )&$&& )#$) _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 !"$+ &$& &$& &$& &$& &$& _ &$& "*$'

庆大霉素
+"$" +'$* )+$! %+$& +&$& #($+ +&$& !#$# #+$( _ +&$& )($!

头孢吡肟
!%$+ "&$( !($% '$" !($( *$' &$& &$& !$* _ &$& )&$%

氨曲南
)+$& #($+ )!$* '($( )#$( #)$' &$& &$& !$* _ +&$& ++$'

头孢哌酮"舒巴坦
'%$+ +)$' *$# '($( '"$+ )($! _ _ &$& _ _ "($&

头孢曲松
#+$& "%$! "($+ '"$+ #!$" #&$( +&$& ##$# "'$) _ +&$& +*$#

头孢他啶
&$& "$# "($+ !($( '$" !$* &$& &$& &$& _ +&$& ++$'

头孢替坦
%%$+ +%$) '$' %+$& '"$+ +#$( &$& &$& !$* _ +&$& )&$%

头孢唑啉
""$+ "&$& ')$* )#$( !+$' "#$! !&&$& )'$% '&$) _ !&&$& *'$#

妥布霉素
&$& !$+ ")$% &$& &$& &$& &$& &$& %$+ _ +&$& ))$)

左氧氟沙星
_ _ '&$& _ _ _ +&$& &$& "&$( _ &$& )&$%

头孢西丁
_ _ &$& _ _ _ _ _ _ _ _ _

替加环素
_ _ &$& _ _ _ _ _ _ _ _ &$&

厄他培南
_ _ !$( _ _ _ &$& &$& &$& _ &$& !+$&

亚胺培南
&$& !$+ )$! &$& _ &$& _ _ '$% &$& &$& "+$*

!!

注!

_

表示未检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8:Y4-W=<3

!

[4

@

74>:45"&!+

!

T1=$!"

!

\1$!(



表
"

!

主要非发酵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

&

抗菌药物
铜绿假单胞菌

"&!"

年
"&!#

年
"&!)

年

鲍曼不动杆菌

"&!"

年
"&!#

年
"&!)

年

氨苄西林
!&&$& !&&$& *+$+ !&&$& !&&$& ("$(

氨苄西林"舒巴坦
&$& &$& &$& (%$+ +&$& #'$(

氨曲南
_ _ _ (%$+ !&&$& (*$+

呋喃妥因
!&&$& *#$# *%$& (%$+ !&&$& (%$*

复方磺胺甲唑
!&&$& !&&$& *)$& (%$+ !&&$& (%$*

环丙沙星
+&$& "&$& "*$* (%$+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 (%$+ +&$& "%$'

庆大霉素
+&$& !#$# !'$* (%$+ !&&$& '"$!

头孢吡肟
##$# !#$# ""$) (%$+ !&&$& '+$+

头孢曲松
!&&$& ('$% *%$! !&&$& !&&$& (*$%

头孢他啶
!&&$& !&&$& #"$( (%$+ !&&$& )"$!

头孢替坦
!&&$& !#$# *+$+ (%$+ !&&$& *)$%

头孢唑啉
!&&$& "&$& !&&$& !&&$& !&&$& *#$!

妥布霉素
##$# "&$& "($) (%$+ +&$& +'$*

亚胺培南
##$# _ )!$( (%$+ +&$& ++$"

左氧氟沙星
##$# _ "#$* &$& !&&$& +!$%

阿米卡星
##$# _ "'$* _ _ _

美罗培南
)&$& _ "!$% _ _ _

头孢呋辛
!&&$& _ !&&$& _ _ _

头孢呋辛酯
!&&$& !&&$& !&&$& _ _ _

头孢他啶
_ _ #"$( _ _ _

头孢西丁
_ _ _ _ _ ()$'

头孢哌酮"舒巴坦
&$& ##$# "!$+ _ _ ")$+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_ _ _ _ _ '&$&

替加环素
_ _ _ _ _ &$&

!!

注!

_

表示未检测*

表
#

!

主要
`

b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

&

抗菌药物
粪肠球菌

"&!"

年
"&!#

年
"&!)

年

屎肠球菌

"&!"

年
"&!#

年
"&!)

年

氨苄西林
&$& &$& &$& !&&$& !&&$& *%$"

呋喃妥因
&$& !"$+ &$& "+$& '&$& #&$'

环丙沙星
++$' "&$( ($# !&&$& !&&$& *%$"

红霉素
(($* +($# '!$! !&&$& !&&$& *%$"

克林霉素
!&&$& !&&$& !&&$& !&&$& !&&$& *)$)

奎奴普丁"达福普汀
))$) (#$# (($* &$& &$& "$(

利奈唑胺
&$& &$& &$& &$& &$& &$&

莫西沙星
++$' "&$( ($# !&&$& !&&$& !&&$&

青霉素
` &$& &$& &$& !&&$& !&&$& !&&$&

四环素
!&&$& %*$" ('$! !&&$& !&&$& (#$#

替加环素
&$& _ &$& &$& &$& &$&

万古霉素
&$& _ &$& &$& &$& &$&

左氧氟沙星
++$' _ ($# !&&$& !&&$& *%$"

!!

注!

_

表示未检测*

'

!

讨
!!

论

!!

正常尿液是无菌的#尿路感染病原菌常于患者机体免疫力

低下时侵入泌尿生殖系统引起原发或继发性尿路感染*本研

究分离出
"%)(

株病原菌#病房以泌尿外科分离病原菌最多

$共
%&)

株#构成比为
"+$'",

&#肾病内科其次$共
"+'

株#构成

比为
*$#",

&#神经内科第
#

$共
"##

株#构成比为
($)(,

&#颅

脑外科第
)

$共
"!(

株#构成比为
%$*#,

&*由此可见#尿路感

染患者主要来自于泌尿外科手术患者)长期卧床需要导尿患者

或者原发性尿路感染患者#这与相关文献报道相符/

"/#

0

*因此#

对于外科手术患者或需要长期导尿患者#需定时清洁消毒导尿

工具#以防发生继发性院内感染*本研究中#

"&!"

!

"&!)

年尿

液分离标本性别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K

$

&$&+

&#男性稍

高于女性#这与其他文献报道女性高于男性有所不同#考虑可

能本院尿路感染原发性感染患者较少#主要为继发性感染患者

所致/

)/+

0

*

"&!"

!

"&!)

年分离病原菌主要以
`

_杆菌为主#构成比为

(+$"#,

#

`

b 球菌构成比为
!!$!%,

#白色念珠菌构成比为

#$"#,

*弗劳地柠檬酸杆菌及白色念珠菌仅在
"&!#

年及

"&!)

年分离出#奇异变形杆菌及阴沟肠杆菌在
"&!"

年未分离

出#随着时间变化#本院尿路感染患者致病菌也发生了改变*

尿路分离菌以大肠埃希菌排在首位#与文献/

'/%

0报道类似*

排在第
"

)

#

位的为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与文献/

)/+

0

报道又有所区别*可见#本院尿路感染患者大多以快速生长

`

_杆菌为主*粪肠球菌与鲍曼不动杆菌分别位居第
)

)

+

位*

目前国内文献大多限于尿路感染患者病原菌的临床分布情况#

但对于尿路致病菌的致病机制报道较少#尚有待于进一步探

讨*本研究中分离菌株逐年增加#一方面可能由于本院住院患

者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临床医生对合理用药认识水平

增加#尿液标本送检率增加所致*

"&!"

年尿路标本中未分离

出白色念珠菌#真菌分离率逐年升高#主要为白色念珠菌#对于

日益增多的真菌感染#考虑主要原因是由于广谱抗菌药物大量

使用#造成人体菌群失调#免疫力下降#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所

致#本研究中真菌对常用抗真菌药物仍有很高的敏感性*

本院根据药敏报告#若菌株对药物耐药率大于
%+$&,

#建

议临床对此菌感染不宜选用上述各类抗菌药物%若菌株对药物

耐药率超过
+&$&,

#提示应参照药敏结果选用%若耐药率超过

)&$&,

#提示要慎重经验用药%耐药率超过
#&$&,

#提示预警信

号*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奇异变形杆菌对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头孢吡肟)头孢他啶)妥布霉素耐药率均小于
#&$&,

*

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厄他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

南的耐药率最低#但在
"&!)

年耐药率相对于前
#

年均有升高

表现#这与国内外报道相符/

(/!&

0

*肠杆菌科细菌碳青霉烯类药

物耐药的主要机制是产碳青霉烯酶#碳青霉烯酶能水解大部分

$

/

内酰胺类#对碳青霉烯类药物水解率高#主要检测方法有改

良
H1-

E

4

试验#是检测肠杆菌科细菌产碳青霉烯酶的表型方

法#能检测到活性较低的碳青霉烯酶#但该方法存在假阳性*

而
ZWS

方法则可更加准确地确证其产酶类型*及时开展耐碳

青霉烯类菌株的耐药表型与基因型检测#对指导临床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延缓细菌耐药表型产生)有效控制耐药菌株播散具

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本实验室有待于开展此类研究*本实

验室在
"&!)

年对大肠埃希菌及阴沟肠杆菌提供了替加环素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8:Y4-W=<3

!

[4

@

74>:45"&!+

!

T1=$!"

!

\1$!(



动药敏试验#敏感率
!&&$&,

#它是一种新型静脉注射用甘氨

酰四环素类抗菌药物*本研究中#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雷伯菌

产
R[OQ6

菌株逐年增多#可能为此类菌株对
$

/

内酰胺酶类药

物耐药的原因之一#对于
R[OQ6

菌株的出现+应避免长期应用

第
#

代头孢菌素或同类间频繁更换,以减少细菌对
R[OQ6

类

抗菌药物耐药性的产生*本研究非发酵菌中#铜绿假单胞菌

"&!"

!

"&!)

年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类药

物耐药率小于
#&$&,

#对头孢吡肟)舒普深)妥布霉素)左氧氟

沙星)阿米卡星及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率较低#但在
"&!"

!

"&!)

年相继出现有耐药率大于
#&$&,

情况#提示要慎重使用

此类药物*鲍曼不动杆菌对大多数药物耐药率超过
%+$&,

#

提示鲍曼不动杆菌大多为全耐或泛耐菌株*为了给临床提供

更多药物选择#本院微生物室在
"&!)

年进行了舒普深)替加环

素药敏试验#耐药率均小于
#&$&,

*粪肠球菌对氨苄西林)呋

喃妥因)利奈唑胺)青霉素
`

)万古霉素类药物耐药率均小于

#&$&,

#尤其对利奈唑胺)青霉素
`

)万古霉素类药物敏感率为

!&&$&,

*屎肠球菌对利奈唑胺)奎奴普丁"达福普汀)替加环

素)万古霉素耐药率小于
#&$&,

*本研究中#有些致病菌在

"&!)

年的耐药率低于
"&!"

)

"&!#

年#考虑可能与本院加强耐

药监测)临床不断规范抗菌药物使用有关*

总之#本院尿路感染患者逐年增加#尿路感染主要致病菌

是大肠埃希菌#每年感染菌株种类也有所不同#及时开展耐药

机制研究对临床合理规范用药#防治泛耐药或全耐药菌株很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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