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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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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西安地区儿童急性中耳炎 分泌物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方法
!

选取
#%"5

年
"

"

6

月该院就诊的
#I%

例急性中耳炎患儿分泌物常规细菌培养及常用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I%

例患儿共分离出病

原菌
#6H

株!包括革兰阳性球菌
"2%

株!占
26$"&F

!其主要由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及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等构成#革兰阴性杆菌
I5

株!占
?2$#"F

!其主要由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流感嗜血杆菌(奇异变形杆菌(大

肠埃希菌等构成#真菌占
6$H5F

!主要为念珠菌属%结论
!

该地区儿童急性中耳炎的常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

菌(肺炎链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不同种类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及耐药性不同!可用于

指导临床合理有效使用抗菌药物!提高临床治愈率%

"关键词#

!

急性中耳炎#

!

细菌培养#

!

药敏试验#

!

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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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急性中耳炎是临床常见病及多发病之一#可导致其听

力下降#常继发于儿童上呼吸道感染之后#临床主要表现为患

儿耳部疼痛及全身症状$如发热*恶心呕吐症状较重等&#如继

续发展#可引起鼓膜穿孔及耳流脓#急性中耳炎如迁延不愈#将

转变成慢性中耳炎#造成持久性听力损失和长期中耳流脓等后

遗症#严重者导致患儿病死+

"!#

,

)现探讨西安地区儿童急性中

耳炎分泌物常见病原菌及其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了解常见细

菌及其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程度)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5

年
"

"

6

月该院门急诊及住院部就

诊治疗的
#I%

例急性中耳炎患儿#男
"I#

例#女
I&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5$#

岁)

$$/

!

标本采集
!

入选患儿须排除全身性疾病#如自身免疫性

疾病及传染性疾病等#停用抗菌药物必须在
5&L

以上#征得患

儿家属同意后#行耳内镜下观察患儿鼓膜呈弥漫性充血#向外膨

出#标志不清#严重者可窥及穿孔#使用
H2F

医用乙醇棉签消毒

耳甲腔及外耳道#鼓膜已穿孔者#采用无菌拭子获取耳道分泌

物%未穿孔者#可行鼓膜穿刺抽取分泌物#所有标本立即送检)

$$'

!

细菌培养*鉴定与药敏试验
!

耳道分泌物标本进行常见

细菌分离培养#采用微生物鉴定仪和生化实验进行细菌和真菌

鉴定#使用微量肉汤法进行药敏试验)分析系统*鉴定及药敏

试剂来源于南京钟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药敏试验判断参照标

准为
19TW#%"%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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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菌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

GA11#I#"?

&*肺炎链球菌$

GA115I6"I

&*大肠埃希菌

$

GA11#2I##

&*铜绿假单胞菌$

GA11#H&2?

&*白色念珠菌

$

GA11"%#?"

&)

/

!

结
!!

果

/$$

!

病原菌的种类及分布结果
!

#I%

例标本中检出
#6H

株病

原菌#检出率达
I#$%HF

)革兰阳性球菌为主要菌属#共分离

出
"2%

株#占
26$"&F

#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66

株#肺炎链球

菌
2%

株#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5

株)革兰阴性杆菌
I5

株#占

?2$#"F

#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
?5

株#奇异变形杆菌
"I

株#肺

炎克雷伯菌
#5

株#大肠埃希菌
I

株#流感嗜血杆菌
&

株)真菌

菌属共
"&

株#占
6$H5F

)罕见的各种其他细菌共
2

株#占

-

H2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5

期
!

9<KB-M1)*D

!

Z-K;P<;

Q

#%"6

!

[8)$"?

!

\8$5

"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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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景阳#女#在职博士#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耳科学研究)



"$&HF

)

#6H

株细菌的构成比为革兰阳性球菌检出率较高#金

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最高#占
#5$H#F

#最次为肺炎链球菌#为

"&$H?F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H?F

&%革兰阴性杆菌的检

出率较低#主要为铜绿假单胞菌$

"#$H?F

&#肺炎克雷伯菌

$

&$IIF

&#奇异变形杆菌$

H$"#F

&#大肠埃希菌$

?$?HF

&#流感

嗜血杆菌$

?F

&%真菌检出率为
6$H5F

)见表
"

)

表
"

!

#6H

株病原菌的种类及分布结果

细菌种类 株数$

%

& 构成比$

F

&

革兰阳性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66 #5$H#

肺炎链球菌
2% "&$H?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5 "#$H?

革兰阴性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
?5 "#$H?

肺炎克雷伯菌
#5 &$II

奇异变形杆菌
"I H$"#

流感嗜血杆菌
& ?$%%

大肠埃希菌
I ?$?H

真菌菌属 念珠菌
"& 6$H5

/$/

!

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结果
!

"2%

株革兰阳性球菌主要由金

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构成)金黄

色葡萄球菌主要对青霉素
Y

耐药#高达
&5$5&F

#其次对复方

磺胺甲唑耐药#为
H"$#"F

#对诺氟沙星耐药率为
6#$"#F

#

对庆大霉素和利福平的耐药性较低#对万古霉素几乎不耐药%

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四环素耐药性较高#而对青霉素
Y

的耐

药性较低#仅为
"#$%%F

#对万古霉素和利福平几乎不耐药%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Y

的耐药率较高#为
&#$?2F

#但

最高为米诺环素$

IH$%6F

&#其次为诺氟沙星$

I5$"#F

&#对万

古霉素几乎不耐药)见表
#

)

/$'

!

革兰阴性杆菌耐药结果
!

I5

株革兰阴性杆菌主要由铜

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流感嗜血杆菌*奇异变形杆菌*大

肠埃希菌等构成)铜绿假单胞菌对复方磺胺甲唑耐药性最

高#达
I5$""F

#其次为氨苄西林"舒巴坦#为
&2$#IF

#为头孢

西丁钠的耐药性也较高#为
H6$5HF

%肺炎克雷伯菌主要对头

孢噻肟及复方磺胺甲唑耐药性较高%奇异变形杆菌对庆大霉

素*头孢哌酮"舒巴坦*氨苄西林*环丙沙星的耐药性较高#对头

孢噻肟和美洛培南无耐药性%大肠埃希菌对环丙沙星耐药性较

高#对美罗培南及亚胺培南无耐药性%流感嗜血杆菌对复方磺

胺甲唑完全耐药#对头孢哌酮无耐药性)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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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氏阳性球菌耐药性检测结果(

%

%

F

&)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

%_66

&

凝固酶阴性

葡萄球菌$

%_?5

&

肺炎链球菌

$

%_2%

&

左氧氟沙星
?I

$

2I$%I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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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

青霉素
Y 26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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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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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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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丙沙星
#H

$

5%$I"

&

&

$

#?$2?

&

I

$

"&$%%

&

复方磺胺甲唑
5H

$

H"$#"

&

"I

$

22$&&

&

#6

$

2#$%%

&

红霉素
?H

$

26$%6

&

"&

$

2#$I5

&

5H

$

I5$%%

&

克林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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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I$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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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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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I

&

7

米诺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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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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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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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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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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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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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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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7

四环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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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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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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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5$%%

&

利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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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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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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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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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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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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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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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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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西地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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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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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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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

/表示无数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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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

%

%

F

&)

抗菌药物
铜绿假单胞菌

$

%_?5

&

肺炎克雷伯菌

$

%_#5

&

奇异变形杆菌

$

%_"I

&

流感嗜血杆菌

$

%_&

&

大肠埃希菌

$

%_I

&

氨苄西林
7 5

$

"6$6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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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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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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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苄西林"舒巴坦
#I

$

&2$#I

&

#

$

&$??

&

I

$

H$?H

&

7 2

$

22$26

&

头孢哌酮"舒巴坦
6

$

"H$62

&

H

$

#I$"H

&

I

$

5H$?H

&

?

$

?H$2%

&

#

$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2

&

%

$

%$%%

&

?

$

"2$HI

&

7 #

$

##$##

&

复方磺胺甲唑
?#

$

I5$""

&

"H

$

H%$&?

&

5

$

#"$%2

&

&

$

"%%

&

2

$

22$26

&

左氧氟沙星
"&

$

2#$I5

&

""

$

52$&?

&

"

$

2$#6

&

2

$

6#$2%

&

2

$

22$26

&

环丙沙星
"&

$

2#$I5

&

""

$

52$&?

&

I

$

H$?H

&

2

$

6#$2%

&

H

$

HH$H&

&

阿米卡星
#?

$

6H$62

&

"?

$

25$"H

&

5

$

#"$%2

&

7 5

$

55$55

&

四环素
7 ""

$

52$&?

&

7 7 #

$

##$##

&

美罗培南
2

$

"5$H"

&

5

$

"6$6H

&

%

$

%$%%

&

7 #

$

##$##

&

亚胺培南
?

$

&$&#

&

%

$

%$%%

&

?

$

"2$HI

&

?

$

?H$2%

&

%

$

%$%%

&

氨曲南
6

$

"H$62

&

7 6

$

?"$2&

&

7 %

$

%$%%

&

庆大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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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耐药结果
!

"&

例真菌主要为念珠菌菌属#念菌株对

两性霉素
0

和伊曲康唑均不耐药#敏感率可高达
"%%$%%F

)

'

!

结
!!

论

儿童急性中耳炎是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有研究表明#

&%F

以上的儿童
?

岁以前至少患过
"

次急性中耳炎+

?

,

)儿童

急性中耳炎无论是化脓性还是非化脓性#大部分均与细菌的急

性感染有关)因小儿咽鼓管较短*峡部较宽#管径较大#鼓室口

位置较成人低#鼻咽部分泌物及细菌等微生物易侵袭中耳#咽

部与鼻咽部淋巴组织丰富#处于不同程度增生肥大状态#腺样

体沟裂或扁桃体隐窝容易隐藏细菌和病毒#儿童中耳局部免疫

功能发育不完全#防御能力较差#易感染+

5

,

)儿童集体抵抗力

低#容易感染各种上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多见于急性中耳炎)

本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急性中耳炎常见病原菌有革兰阳

性球菌*革兰阴性杆菌*真菌菌属#其中以革兰阳性球菌为主)

革兰阳性球菌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肺炎链球菌%革兰阴性杆菌主要为铜绿假单胞菌*奇异变形杆

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流感嗜血杆菌等)金黄色葡萄

球菌在化脓性中耳炎分泌物中最易培养得到#所以葡萄球菌属

是化脓性中耳炎主要致病菌)肺炎链球菌在儿童鼻咽部的定

植率较高#中国
2

岁以下健康或上呼吸道感染儿童中#鼻咽拭

子肺炎链球菌分离率可达
#%F

"

5%F

+

2!6

,

)肺炎链球菌可造

成多种感染性疾病#如急性中耳炎*鼻炎*肺炎#甚至可引起侵

袭性肺炎#所以其是导致急性中耳炎的高发原因之一)国外相

关研究表明#急性中耳炎患儿的中耳分泌物中可培养出肺炎链

球菌#达
#&F

"

22F

+

H!&

,

)

细菌抗菌药物耐药是困扰临床的难题#可能一种细菌不但

对一种抗菌药物耐药#而且对其他结构种类不同的抗菌药物也

耐药)目前对细菌耐药机制的研究集中在产生灭活酶或钝化

酶*抗菌药物作用于细菌的靶向位置改变*细菌细胞膜生物性

状的改变*细菌生物膜的形成等#这些耐药机制并非独立存在#

其可以并存*交叉存在或相互作用)临床医师面对急性中耳炎

等感染性疾病#一般采用经验用药#给予抗菌药物抗感染治疗#

尤其是广谱抗菌药物的使用#不但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而且

更重要的是使细菌耐药性增加#导致病情延误#甚至危及患儿

生命+

I!"%

,

)所以急性中耳炎分泌物细菌的培养及鉴定*药敏试

验尤其显得重要#可有效指导临床正确*合理*有效使用抗菌药

物)本研究表明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

素
Y

*红霉素*复方磺胺甲唑有较高的耐药性#对万古霉素均

敏感#对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利福平敏感性较好#对头孢类耐

药率为
#%F

"

5%F

)万古霉素因有严重的耳毒性及肾毒性#

临床建议儿童不使用)革兰阴性杆菌的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

希菌对
/

!

内酰胺类也产生部分耐药)儿童真菌性中耳炎主要

由念珠菌感染引起#本组共检出
"&

株#真菌感染提示与患儿长

期使用抗菌药物有关#对两性霉素
0

和伊曲康唑均不耐

药+

""!"#

,

)所以中耳分泌物应尽早进行培养及鉴定#选择合适

药物)

综上所述#儿童急性中耳炎的防治尤其重要#患儿母亲选

择正确的喂奶体位#如果患儿出现哭闹不止*抓耳等表现时#应

及时就诊+

"?

,

)临床医师可根据本地区不同的细菌培养及药敏

试验结果#选取足量*有效的抗菌药物进行经验用药#有效控制

儿童急性中耳炎的症状#较快减轻患儿痛苦#同时减轻家庭经

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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