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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该院重症医学科"

LM]

#病房分离的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分析!为指

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对
!"#.

!

!"#%

年
LM]

送检的
&$!*

份感染性标本包括痰液&血液&尿

液&分泌物&引流液等分离的致病菌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结果
!

&$!*

份送检标本检出病原菌
%.#

株!检出率

#%,&-

!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

株!占
+&,"-

%革兰阳性球菌
#%)

株!占
!$,*-

%真菌
+$

株!占
*,$-

%其他病原

菌
!*

株!占
$,)-

$主要革兰阴性杆菌是肺炎克雷伯菌+

#!)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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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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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铜绿

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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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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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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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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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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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主要革兰阳

性球菌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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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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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分析显示(革兰阴性杆菌"鲍曼不动杆菌除外#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2XY

#&阿米卡星"

'QP

#高度敏感%

革兰阴性杆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除外#对亚胺培南"

LQY

#高度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

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

N'U

#&替加环素"

2̀ M

#&呋南妥因"

IW

#灵敏度达
#""-

%粪肠球菌对万古霉素"

N'U

#&

替加环素"

2̀ M

#&呋南妥因"

IW

#灵敏度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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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LM]

患者主要的感染途径是呼吸&血源性&泌

尿系统!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耐药率也相对较高!特别是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

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逐年增加$

关键词"重症监护病房%

!

医院感染%

!

病原菌%

!

耐药性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

"

!"#)

#

"!0"!#&0"&

!!

由于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造成抗菌药

物在全国范围内的不规范使用现象非常普遍(

#

)

'临

床耐药菌株日趋增多#特别是多重耐药菌的出现#不

仅给临床使用抗菌药物造成困惑#而且已成为世界关

注的热点问题'重症医学科病房$

LM]

%是临床各科危

重患者集中救治的专业科室#也是医院感染的高发

区#细菌耐药率也相对较高(

!

)

'因此对
LM]

病原菌种

类*分布*耐药情况的分析#可以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且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现探讨
LM]

的病原

菌及其耐药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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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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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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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该

院
LM]

患者的痰液*血液*尿液*分泌物*引流液等标

本
&$!*

份#按常规方法培养分离'

$,/

!

鉴定方法及药敏试验
!

采用法国梅里埃
N497K

!

鉴定药敏系统对分离的致病菌进行鉴定及药敏

试验'

$,'

!

质量控制
!

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
'2MM

!.)!

*肺炎克雷伯菌
'2MM%""+"

*铜绿假单胞菌

'2MM!*.$

*金黄色葡萄球菌
'2MM!)!#$

*粪肠球

菌
'2MM!)!#!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2MM#%+++

'

$,1

!

判定标准
!

结果判读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

准协会$

MVaL

%

!""#

年标准报告结果'

$,2

!

统计学处理
!

细菌药敏采用
SRTUO2.,+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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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情况
!

痰液标本检出主

要病原菌是肺炎克雷伯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铜绿

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鲍曼不动杆菌'全血标

本检出主要病原菌是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尿液标本检出

主要病原菌是大肠埃希菌*白色假丝酵母菌*粪肠球

菌'分泌物标本检出主要病原菌是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引流液标本检出主要

病原菌是大肠埃希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粪肠球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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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送检标本检出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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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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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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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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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阳

性球菌
#%)

株#占
!$,*-

&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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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占
*,$-

&其他

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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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占
$,)-

'主要革兰阴性杆菌是肺炎克

雷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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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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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

铜绿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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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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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鲍曼不动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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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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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超广

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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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肺炎克雷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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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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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超 广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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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TV

%检出率
$*,!-

#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

菌$

M/Y'

%检出率
!$,$-

#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

菌$

M/'(

%检测率
!",*-

'主要革兰阳性球菌是金

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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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株$

!$,.-

%*粪肠球菌
$&

株$

#),+-

%'耐甲氧西

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Q/a'

%检出率
!%,.-

#耐甲氧西

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Q/MUa

%检出率
*.,%-

#耐

万古酶素肠球菌$

N/O

%检出率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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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构成情况
!

革兰阴性杆菌多重耐药

菌主要有
Oa(VOMTV

占
!+,!-

#

M/Y'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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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VPYU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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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占
*,.-

'革兰阳性球

菌多重耐药菌主要有
Q/a'

#占
#&,+-

#

Q/MUa

占

!%,%-

#

N/O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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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革兰阴性杆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

革兰阴性杆菌$除外鲍曼不动杆菌%对
2XY

*

'QP

高

度敏感#达
)","-

以上&革兰阳性杆菌$除外鲍曼不动

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对
LQY

高度敏感#达
)+,"-

以

上&肺炎克雷伯菌对大部分抗菌药物灵敏度大于

*.,"-

'鲍曼不动杆菌对
LQY

*

2XY

*

'QP

灵敏度逐

渐减弱#为
%"-

"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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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革兰阳性球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

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
N'U

*

2̀ M

*

IW

灵敏度达
#""-

&粪肠球菌对
N'U

*

2̀ M

*

IW

的灵敏度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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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病原菌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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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原菌 菌株数$

-

%

!"#+

年病原菌 菌株数$

-

%

!"#%

年病原菌 菌株数$

-

% 合计

革兰阴性杆菌 革兰阴性杆菌 革兰阴性杆菌

!

肺炎克雷伯菌
&.

!

肺炎克雷伯菌
$%

!

肺炎克雷伯菌
&% #!)

!

大肠埃希菌
&!

!

大肠埃希菌
#)

!

大肠埃希菌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铜绿假单胞菌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

!

鲍曼不动杆菌
#!

!

鲍曼不动杆菌
)

!

鲍曼不动杆菌
$! .$

革兰阳性球菌 革兰阳性球菌 革兰阳性球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

粪肠球菌
#!

!

粪肠球菌
##

!

粪肠球菌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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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构成情况

病原菌
!"#.

年

菌株数$

-

% 分离率$

-

%

!"#+

年

菌株数$

-

% 分离率$

-

%

!"#%

年

菌株数$

-

% 分离率$

-

%

合计$

-

% 构成比$

-

%

Oa(VOMTV !! &*,%" & !!,!" * $",&" $& !+,!"

Oa(VPYU * #%,*" & ##,*" ! &,%+ #& #",%"

Q/a' % !!,+" . &.,." % !),+" #) #&,+"

M/'( # *,$" ! !!,!" * !.,"" ## *,."

M/Y' + !.,"" $ !#,&" . !!,%" #& #",*"

N/O " ","" # *,$" # ),#" ! #,."

Q/MUa #! #"","" #$,"" **,+%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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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革兰阴性杆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灵敏度$

-

%

抗菌

药物

肺炎克雷伯菌

!"#.

年
!"#+

年
!"#%

年

大肠埃希菌

!"#.

年
!"#+

年
!"#%

年

铜绿假单胞菌

!"#.

年
!"#+

年
!"#%

年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年
!"#+

年
!"#%

年

鲍曼不动杆菌

!"#.

年
!"#+

年
!"#%

年

'QY 1 1 1 #. #" 1 1 1 1 1 1 1 1 1 #&

2XY )% #"" )% ). #"" )! #"" #"" ** #"" )! #"" )# %% %"

MXT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M'X )% #"" ). %. )& %* +* )! *# *) *& )+ )# +! %#

IOY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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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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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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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革兰阴性杆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灵敏度$

-

%

抗菌

药物

肺炎克雷伯菌

!"#.

年
!"#+

年
!"#%

年

大肠埃希菌

!"#.

年
!"#+

年
!"#%

年

铜绿假单胞菌

!"#.

年
!"#+

年
!"#%

年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年
!"#+

年
!"#%

年

鲍曼不动杆菌

!"#.

年
!"#+

年
!"#%

年

LQY )% #"" #"" )% #"" )+ +* +& %! 1 1 1 )# %% %.

'QP )% )% #"" )! #"" )+ ). #"" #"" 1 1 1 #"" %% %"

ÒU ). )& #"" +" %* +& *+ #"" ). 1 1 1 )# ++ %.

VNb )% )# #"" &* +* +& )# #"" *+ #"" #"" #"" )# %% %+

ab2 )% ** )% $) %$ .# ) " & #"" #"" )+ *$ ++ %.

!!

注!

1

表示无数据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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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革兰阳性球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灵敏度$

-

%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年
!"#+

年
!"#%

年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年
!"#+

年
!"#%

年

粪肠球菌

!"#.

年
!"#+

年
!"#%

年

YOU " " " " " " )# %" *#

Tb' %% .& %" " #$ !+

! ! !

O/̂ +& .& &* &# !" !+ &# * !%

ÒU )+ *. *. ." *" *.

! ! !

VNP )+ %! %" !. ++ ++ )# .* )#

ab2 *% #"" %& &# .$ %$

! ! !

N'U #"" #"" #"" #"" #"" #"" #"" )# )"

2̀ M #"" #"" #"" #"" #"" #"" #"" #"" #""

IW #"" #"" #"" #"" #"" #"" *$ )# )"

'

!

讨
!!

论

!!

!"#.

!

!"#%

年该院
LM]&$!*

份送检标本检出

革兰阴性杆菌
&*#

株#占
+&,"-

#表明
LM]

患者感染

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和
!"#.

年全国细菌耐

药监测报告相符(

$

)

'革兰阴性杆菌多重耐药菌主要

有
Oa(VOMTV

#占
!+,!-

*

M/Y'

占
#",*-

*

Oa0

(VPYU

占
#",%-

*

M/'(

占
*,.-

'与崔从先等(

&

)

和刘华等(

.

)报道不同#可能由于不同地区的生活习

惯*医院的医疗条件及抗菌药物使用的种类等方面存

在差异#对细菌诱导耐药作用不同#从而导致多重耐

药菌构成存在差异'

M/'(

检出率呈逐年增高趋势#

由
*,$-

上升至
!.,"-

#与朱任媛等(

+

)报道相符'本

研究药敏试验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对

2XY

*

'QP

*

LQY

高度敏感'铜绿假单胞菌对
LQY

出现不同程度的耐药#可能是
LM]

的创伤性医疗器械

使用#极大地增加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鉴于铜绿

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逐年增加#

加强对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研究及

在治疗中抗菌药物的选择已至关重要(

%

)

'鲍曼不动

杆菌对
2XY

*

'QP

*

LQY

灵敏度逐渐减弱'碳青霉烯

类抗菌药物是当前临床使用的抗菌谱最广的抗菌活

性最强的一类药物#常作为治疗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

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本研究对
LQY

灵敏度下降

至
%","-

#表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已不再是最有效

果的药物#这需要引起临床的极大重视'

LM]

分离的主要革兰阳性球菌是金黄色葡萄球

菌
+)

株$

$*,.-

%*其次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株

$

!$,.-

%*粪肠球菌
$&

株$

#),+-

%'耐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

Q/a'

%检出率
!%,.-

#与罗玮等(

*

)和

胡付 品 等(

)

)报 道 有 较 大 差 异'

Q/MUa

检 出 率

*.,%-

#与刘 新明等(

#"

)报 道相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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