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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专科医院大肠埃希菌感染分布情况及耐药性分析"

马
!

玉!陈慧霞!邹锦萍!孙丽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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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住院患者大肠埃希菌感染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发生大肠埃希菌感染的住院患者
'-:

例%采用法国梅里埃
357

半自动细菌分

析仪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统计大肠埃希菌的感染部位及耐药情况!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

例大

肠埃希菌感染患者中来自泌尿道
%,

株"

,&+:̀

$&呼吸道
%-

株"

,.+-̀

$&分泌物
'&

株"

'&+(̀

$&血液
%

株

"

,+.̀

$&引流液
*

株"

'+:̀

$%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和头孢呋辛的耐药率分别为
&:+:;̀

和
.*+.*̀

!对碳青

霉烯类药物亚胺培南的耐药率较低仅为
-+'̀

%

'-:

株大肠埃希菌中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e7<A

$的菌株为

*-

株!占
':+('̀

%结论
!

该院住院患者大肠埃希菌感染主要分布在泌尿道和呼吸道%多重耐药
[e7<A

菌株

时有检出!碳青霉烯类药物依然是最有效的抗菌治疗药物%

关键词"精神疾病患者#

!

大肠埃希菌#

!

分布#

!

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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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为革兰阴性菌#常寄居于人和动物肠

道#是临床上常见的致病菌#往往会诱发各种呼吸道*

泌尿道等感染性疾病#在医院潮湿不清洁环境中也可

以生存#也是医院内广泛流行的条件致病菌之一(

'

)

'

由于本院为精神专科医院#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时间相

对较长#易发生大肠埃希菌感染(

*

)

'另外长期使用抗

精神药物也易造成患者发生大肠埃希菌机会性感染#

因而加强对大肠埃希菌感染分布及耐药性研究有着

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

)

'现就本院
'-:

株大肠埃希

菌引起感染的分布及耐药性情况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大肠埃希菌来源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感染大肠埃希菌$已剔除同一患者同

一部位重复分离菌株&的
'-:

例住院患者#标本包括!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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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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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Y1L+';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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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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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玉#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检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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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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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痰液*分泌物*引流液*血液等#标本采集严格按

照无菌操作进行#并立即送检'住院患者中基础疾病

合并大肠埃希菌感染的临床资料构成比见表
'

'

表
'

!!

'-:

例精神疾病患者合并大肠埃希菌感染

!!!

临床资料分布及构成比

基础疾病
)

构成比$

`

&

精神分裂症
(. (*+..

双向障碍
** *-+,.

心境障碍
'. '(+.%

其他精神疾病
'* ''+''

$+/

!

方法

$+/+$

!

分离培养
!

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对大肠埃希菌进行分离培养#其中微生物设备是

法国梅里埃公司的
357

半自动分析仪'

$+/+/

!

药敏试验
!

采用法国梅里埃
357

药敏分析

系统及
]$7

纸片扩散法#其中药敏纸片由英国
CJ1"N

公司提供#并严格依照说明书步骤进行#质控菌株选

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检中心提供的大肠埃希菌

3599*(&**

'判断标准参考
9<e4

的相关标准'

$+/+'

!

超广谱
)

$

内酰胺$

[e7<A

&表型检测
!

采用双

纸片协同法(

%

)检测所有
[e7<A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表

型'平板中心贴
389

#距其边缘
'(!!

处贴头孢他

啶$

93Z

&*头孢曲松$

9#C

&*氨曲南$

358

&*头孢噻

肟$

95d

&纸片#各纸片边缘间距
*(!!

#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

389

&与各纸片间出现内陷坑状生长或

389

侧纸片抑菌环增大现象#即可判断为产
[e7<A

菌株'

$+'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所有数据采用
[J/?L

建立

数据库#由两名录入人员录入且相互进行校对#并用

[J/?L

统计软件进行汇总分析'

/

!

结
!!

果

/+$

!

大肠埃希菌感染分布情况
!

'-:

株大肠埃希菌

感染的住院患者中感染部位依次为!泌尿道感染
%,

株$

,&+:̀

&#呼吸道感染
%-

株$

,.+-̀

&#分泌物感染

'&

株$

'.+(&̀

&#血液感染
%

株$

,+.̀

&#引流液感染

*

株$

'+:̀

&'

/+/

!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
!

'-:

株大肠埃希感染菌

中产
[e7<A

菌株为
*-

株占
':+('̀

'体外抗菌药敏

试验显示大肠埃希菌$产
[e7<A

&菌株对碳青霉烯类

的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较低仅为
(̀

'对其余

头孢菌素类和青霉素类抗生素耐药率均为
&(̀

以上'

普通大肠埃希菌中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较高#为

&:+:;̀

%对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复方磺胺甲唑的

耐药率较低#小于
,(̀

%大肠埃希菌对环丙沙星的耐

药率相对较高#为
;:+':̀

'见表
*

'

表
*

!!

'-:

株大肠埃希菌耐药情况

抗菌药物

普通菌株$

)D::

&

耐药菌株数

$

)

&

耐药率

$

`

&

[e7<A

菌株$

)D*-

&

耐药菌株数

$

)

&

耐药率

$

`

&

氨苄西林
:. &:+:; *- '--+--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 '&+,' '' ((+--

环丙沙星
;- ;:+': '; :-+--

头孢呋辛
;% .*+.* *- '--+--

头孢噻肟
%% (-+-- *- '--+--

磺胺甲唑"甲氧苄啶
', '%+.. '- (-+--

庆大霉素
*' *,+:; & %(+--

头孢曲松
,- ,%+-& *- '--+--

头孢吡肟
'* ',+;, '; :-+--

庆大霉素
,- ,%+-& '% .-+--

氨苄西林"舒巴坦
,& %%+,' '* ;-+--

头孢他啶
,* ,;+,; ', ;(+--

头孢替坦
*- **+.* . ,(+--

米诺环素
*: ,'+:' '* ;-+--

阿米卡星
,- ,%+-& '* ;-+--

头孢哌酮"舒巴坦
*- **+.* '- (-+--

亚胺培南
- -+-- ' (+--

美罗培南
- -+-- ' (+--

妥布霉素
', '%+.% . ,(+--

复方磺胺甲唑
': *-+%- : %-+--

呋喃妥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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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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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且生存能力极强#

是人和动物肠道内的一类正常菌群#然而当大肠埃希

菌侵入到人体其他部位或器官时#会诱发感染'本研

究结果表明#本院住院患者中泌尿道*呼吸道*分泌物

等部位大肠埃希菌感染比例较高#该分布情况与新疆

及国内其他综合医院相关报道基本一致(

(

)

'

本研究耐药性检测发现
'-:

株大肠埃希菌感染

的住院患者中#产
[e7<A

为
*-

株占
':+('̀

'

[e$

7<A

常由质粒介导#可以通过结合*转化和传导等方

式在细菌间传递#同时水解青霉素#一*二*三代头孢

菌素类和单环类抗菌药物使之失活但大肠埃希菌对

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的耐药率较低#这表明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是控制大肠埃希菌$特别是产
[e7<A

大肠

埃希菌&的首选药物'同时#笔者在临床上也分离到

少量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大肠埃希菌菌株#需要引起

临床上重视#更加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此外#大肠埃

希菌对头孢曲松*头孢呋辛*环丙沙星*氨苄西林等药

物的耐药率也较高#与其他综合医$下转第
'*(;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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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Y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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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球蛋白试验结合
[85

#具备更好的灵敏度$

&-+--̀

&

和特异度$

.:+;&̀

&#与微孔板木瓜酶法相比#检测性

能更好#且已采用了不规则抗体确证试验方法111间

接抗人球蛋白试验#筛查出的不规则抗体反应性即为

阳性#无需再进行进一步确认'同时#柯利斯全自动

血型系统筛查出不规则抗体反应性标本#经谱细胞鉴

定抗
8,

例#避免了酶法筛查不规则抗体对
8B

抗原

不敏感而造成的漏检(

&

)

'鉴别抗
=

和抗
[

各
'

例#有

效筛查出临床有意义的不规则抗体'文献报道#

#I

血型抗体是引起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和新生儿溶

血病最常见的不规则抗体(

'-$'*

)

'不规则抗体是导致

输血超敏反应的主要因素#在输血前加强对不规则抗

体的检验#对于保障输血安全*避免不良事件的产生

意义重大(

',

)

'

综上所述#基于
[85

的柯利斯血型系统作不规

则抗体筛查#具有操作方便*灵敏度高*结果准确*完

全溯源等特点#适合于血站进行大规模筛查不规则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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