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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生活饮食习惯及运动锻炼习惯对骨密

度的影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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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扬州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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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区不同人群感染卡他莫拉菌的临床特点和耐药性分析"

张荣芳'

!李格非*

+

!李
!

轶*

#

!袁有华*

!王山梅*

!闫文娟*

!马
!

冰*

!马
!

琼*

!许俊红*

!荆
!

楠*

"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

医院检验科!河南新乡
%(,---

#

*+

河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郑州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河南地区不同人群感染卡他莫拉菌的临床特点和耐药现状!为抗感染治疗提供精准有

效的参考依据%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
'-,

例卡他莫拉菌!采用
]$7

法做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试验!头孢硝噻吩纸片检测
)

$

内酰胺酶!数据分析采用
e6ee*-+-

软件进行
!

* 检验%结果
!

该地区卡他莫拉菌

*-'(E*-'.

年分离率逐年上升!由
-+**̀

上升到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

"D-+--'

$#

'-,

例

卡他莫拉菌感染患者主要分布在呼吸内科"

(-+%&̀

$&儿科"

,(+&*̀

$#感染人群主要为老年人"

%:+(%̀

$和儿

童"

%%+;;̀

$!感染疾病主要为儿童呼吸道感染"

%%+;;̀

$&老年支气管肺炎"

*;+*'̀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

$#药敏显示儿童和老年人
)

$

内酰胺酶的检出率分别为
::+:&̀

和
;&+(;̀

!儿童和老年人对阿莫西

林'克拉维酸最敏感"

'--̀

!

&,̀

$!而分别从儿童和老年人分离的菌株对阿奇霉素&克林霉素和红霉素的耐药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NB+':+*̀

"

"

$

-+-(

$!

&̀ NB+,;̀

"

"

$

-+-(

$!

%%+:̀ NB+'&+,̀

"

"

$

-+-(

$*%

结论
!

该地区卡他莫拉菌分离率明显上升!尤以老年人的检出率升高明显%在儿童卡他莫拉菌感染治疗中应

注意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性!推荐使用含酶抑制剂抗生素!临床医生要针对不同人群及时调整经验用药方案

和预防感染策略%

关键词"儿童#

!

老年人#

!

卡他莫拉菌#

!

药敏试验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卡他莫拉菌在
*-

世纪
.-

年代之前#一直被认为

是上呼吸道的正常菌群'但经研究证实卡他莫拉菌

跟大多数细菌一样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常引起呼吸道

感染#鼻炎*鼻窦炎*中耳炎及其他感染(

'$*

)

'随着广

谱抗生素和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卡他莫拉菌出现

了多药耐药的情况#给临床治疗带来较大困难(

,

)

'为

了解本地区易感人群卡他莫拉菌感染的临床分布和

耐药情况#为抗感染提供有效的治疗措施#现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医院分离的
'-,

例卡他莫拉菌

临床分布和药敏试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分

离的卡他莫拉菌非重复菌株
'-,

例#其中儿童
%;

株#

成人
.

株#老年人
(-

株'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

&'

+

!

共同第一作者,

!

#

!

通信作者#

[$!@"L

!

L"

P

"L@M!?N

!

I?BO+?N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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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

严格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

版规定进行培养*分离病原菌#细菌鉴定采用德国

70OW?0

飞行时间质谱仪#药物敏感试验采用琼脂扩散

法#试验方法与判定标准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

究所$

9<e4$8%(

&的规定'质控菌株为卡他莫拉菌

3599*(*,:

由原国家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

$+'

!

统计学处理
!

药敏数据采用
gI1B?G(+;

软件进

行统计#采用
e6ee*-+-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F_B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E*-'.

年卡他莫拉菌的分离率
!

卡他莫拉

菌的分离率逐年上升#由
*-'(

年的
-+**̀

上升到

*-'.

的
-+;;̀

#

'-,

株卡他莫拉菌在近
,

年分离率有

显著性增长#见表
'

*图
'

'

表
'

!!

*-'(E*-'.

年卡他莫拉菌的分离率#

)

$

`

%&

总分离

菌$株&

总卡他莫拉菌
卡他莫拉菌检出率

儿童 老年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

&

-+-(

#

"

"

$

-+-(

图
'

!!

*-'(E*-'.

年卡他莫拉菌的分离率

/+/

!

卡他莫拉菌在不同科室中的分布
!

'-,

株卡他

莫拉菌在临床科室分布中#以呼吸科和儿科为主#分

别占
(-+%&̀

和
%%+;;̀

#

'-,

株卡他莫拉菌在不同科

室分布见表
*

'

表
*

!!

'-,

株卡他莫拉菌在不同科室分布

科室 株数$

)

& 百分比$

`

&

儿科门诊
& :+.%

呼吸科
(* (-+%&

儿科
,. ,(+&*

肿瘤科
, *+&'

耳鼻喉科
' -+&.

神经内科
' -+&.

/+'

!

卡他莫拉菌在不同标本中的分布
!

'-,

株卡他

莫拉菌主要来自痰液*咽拭子和灌洗液#占
&%+'.̀

'

'-,

株卡他莫拉菌在各类标本中的分布#见表
,

'

表
,

!!

不同标本类型卡他莫拉菌分布及构成比

标本类型 份数$

)

& 构成比$

`

&

痰液
%. %(+;,

咽拭子
%- ,:+:,

灌洗液
'- &+.'

耳道分泌物
' -+&.

脑脊液
' -+&.

其他
% ,+:-

合计
'-, '--+--

/+1

!

疾病的感染分布
!

'-,

例卡他莫拉菌分布以儿

童呼吸道感染和老年人支气管肺炎为主#卡他莫拉菌

儿童和老年患者
)

$

内酰胺酶的阳性率分别为
;&+(;̀

和
::+:&̀

#卡他莫拉菌的感染分布结果见表
%

'

表
%

!!

'-,

株卡他莫拉菌感染分布#

)

$

`

%&

病种 卡他莫拉菌 产
)

$

内酰胺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

'%+(;

&

'(

$

'--+--

&

老年支气管肺炎
*(

$

*;+*'

&

*(

$

'--+--

&

老年上呼吸道感染
&

$

:+.%

&

:

$

::+:&

&

耳鼻喉疾病
'

$

-+-'

&

'

$

'--+--

&

儿童呼吸道感染
%;

$

%%+;;

&

,*

$

;&+(;

&

脑膜炎
'

$

-+-'

&

'

$

'--+--

&

成人支气管肺炎
*

$

'+&%

&

*

$

'--+--

&

其他感染
%

$

,+::

&

%

$

'--+--

&

/+2

!

'-,

株卡他莫拉菌药敏试验
!

儿童和老年人对

阿奇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药敏统计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人群分离的
89

对药物的敏感性结果

抗菌药物
耐药率

儿童 老年人

统计值

!

*

"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 .+-- ;+&%. -+-(:

阿奇霉素
%(+. ':+*- :+(*. -+--,

克林霉素
&+- ,;+-- '-+''' -+--'

红霉素
%%+: '&+,- &+(&- -+--*

四环素
*+* ;+(- -+:.: -+,%&

复方磺胺甲唑
'-+& '*+-- -+-,- -+:;*

'

!

讨
!!

论

!!

卡他莫拉菌是寄居于人类鼻咽部的重要条件致

病菌#最近
*-

年的研究显示卡他莫拉菌易感人群多

见于儿童*有基础疾病等免疫力低下的人#其检出率

仅次于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因此掌握此菌的

人群感染特点和耐药情况对临床医生的抗感染治疗

和防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

)

'关于河南地区卡他莫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拉菌的感染情况分析文献较为少见#因此本研究回顾

性分析
*-'(E*-'.

年卡他莫拉菌感染特点#旨在为

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与国内同类文献报道不同的是卡他莫拉

菌在
;-

岁以上老年患者中亦有较高的比率#并且检

出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邱伟波等(

%

)的报道显示

儿童是感染卡他莫拉菌的主要人群#其占有率达到

:-+:̀

#而本资料
'-,

例卡他莫拉菌中儿童占比仅为

%%+;;̀

#提示不同地区卡他莫拉菌的感染具有一定

的人群差异#本研究中
'-,

株卡他莫拉菌有
(-

例来

源于
;-

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其中
,%

株来源于老年支

气管肺炎和上呼吸道感染#说明卡他莫拉菌是老年人

呼吸道感染的重要致病菌'另外的
'(

例来源于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

9C6=

&患者#这一数据同有关文献报

道卡他莫拉菌是引起老年
9C6=

急性发作的重要检

出菌相符合(

(

)

'老年感染者常见于呼吸内科*肿瘤血

液科*风湿免疫科#因此分析老年患者感染卡他莫拉

菌的原因可能为其常年患有基础疾病#并且长期频繁

地使用抗菌药物#甚至一些严重疾病的患者会接受呼

吸道侵入性检查#致使呼吸道正常的黏膜屏障功能受

损#气道分泌性
4

H

3

减少#符合易感人群人体免疫特

点(

;

)

'此外#本研究中的卡他莫拉菌以痰液标本为

主#这与相关文献报道相一致(

.$:

)

'

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和老年患者对阿奇霉素*红霉

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有显著差异#分别为
%(+,̀

*

%%+:̀

*

&+-̀

和
':+*̀

*

'&+,̀

*

,;̀

#此差异在国内

同类文献中未见相似的报道#这一结果提示临床医生

针对感染卡他莫拉菌的不同人群选择合适的治疗药

物更具有意义'儿童作为一个身体功能尚未发育完

善的特殊群体#由于部分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如磺胺类

药物的肝肾毒性等#临床医生常以头孢和大环内酯类

为经验性用药#而本研究中的数据显示儿童对阿奇霉

素的耐药率高达
%(+,̀

#同蒋天秀等(

&

)的报道基本一

致#提示临床经验性选用阿奇霉素可能面临失败'阿

奇霉素耐药率较高可能与儿科频繁使用此药有关#有

研究指出其中的耐药机制可有以下
,

点(

'-

)

!$

'

&通过

甲基化或基因突变导致核糖体结合位点的改变%$

*

&

膜通透性降低或主动外排系统的参与降低了细菌细

胞膜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通透性%$

,

&灭活酶的产

生导致药物失活'

本研究数据显示#儿童和老年人感染卡他莫拉菌

的
)

$

内酰胺酶的产酶率均较高#分别为
;&+(;̀

*

::+:&̀

'该菌产生的
)

$

内酰胺酶主要是
7#C

酶#分

为
7#C$'

型*

7#C$*

型和
7#C$,

型#其中
7#C$'

型

和
7#C$*

型均可不同程度的水解青霉素*氨苄西林

和阿莫西林#导致卡他莫拉菌对这类药物具有较高的

耐药性#但这些
)

$

内酰胺酶均可被酶抑制剂克拉维酸

或舒巴坦所抑制#因此对产酶的菌株应该选择阿莫西

林"克拉维酸或者其他酶抑制剂复合物来提高治疗效

果'另外廖倡宇等(

''

)指出卡他莫拉菌产生的
)

$

内酰

胺酶不仅能影响
)

$

内酰胺类抗生素#还可能与某些其

他类抗生素如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耐药性有关#但是

具体的关联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卡他莫拉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且老年人和儿童的药物敏感性有显著差异#在主张精

准医疗和合理使用抗生素的环境下#临床医生应该根

据病原学检测结果#针对不同的感染人群选择最佳治

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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