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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黄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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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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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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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都江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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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e7<A

$大肠埃希菌引起血流感染的常见危险因素!为临床血流

感染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回顾性方法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
*:&

例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

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
<1

H

"AG"/

回归分析!评估其与血流感染的相关性%结果
!

*:&

例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患者

中!

'*,

例为
[e7<A

阳性!

';;

例为
[e7<A

阴性%

'.

种危险因素中发现
&

种危险因素与产
[e7<A

大肠埃希菌

引起的医院血流感染具有显著关系!分别是手术&败血症征兆&安置尿路导管&安置中心静脉导管&胆道疾病&尿

路感染&感染性休克&基础疾病&抗生素使用超过
,

类%结论
!

产
[e7<A

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为多种因素所致!

主要与侵袭性操作&基础疾病和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大肠埃希菌#

!

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

血流感染#

!

危险因素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自从
'&:,

年前联邦德国首次从鼻克雷伯菌分离

出产
ehY$*

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e7<A

&以来#世界

各地区不断有新的
[e7<A

检出的报道'目前产
[e$

7<A

菌株引起的感染已成为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

菌(

'$,

)

'产
[e7<A

的细菌主要是革兰阴性菌#主要包

括肠杆菌科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

伯菌*奇异变形杆菌#以及非发酵菌中的铜绿假单胞

菌*鲍曼不动杆菌等#而我国主要是大肠埃希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

%$;

)

'产
[e7<A

大肠埃希菌又是引起血流

感染的主要病原菌#特别是产
[e7<A

菌株给血流感

染的治疗带来了困难#其感染*治疗*转归*预后与是

否产
[e7<A

密切相关#所以对造成其感染的流行病

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就产
[e7<A

大肠埃希

菌引起血流感染的常见危险因素进行研究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到
*-':

年
'*

月在

本院住院期间发生院内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病例#其

中排除门诊患者
*

例#长期住院$超过
,

个月&患者
*

例#信息无法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查得的
'%

例#共筛选

出
*:&

例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病例'大肠埃希菌
[e$

7<A

$

c

&者作为研究组#大肠埃希菌
[e7<A

$

E

&者作

为对照组'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入选标准!外周血

'

次或多次培养分离出大肠埃希菌且结合有发热$大

于
,:\

或小于
,;\

&#可伴有寒战等临床症状#并结

合有下列条件之一的患者'$

'

&有入侵门户或侵袭病

灶%$

*

&有全身中毒症状而无明显感染%$

,

&有皮疹或

出血点#肝脾大#血液中性粒细胞增多伴核左移#且无

其他原因可解释%$

%

&收缩压低于
&-!! h

H

#或较原

收缩压下降超过
%-!!h

H

'

$+/

!

方法
!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的方法'同一患者

多次发生同类感染住院#仅采用第
'

次发生大肠埃希

菌血流感染的住院资料进行分析'多次培养结果不

同者#排除污染菌种再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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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6ee'&+-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对各危险因素做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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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估计

危险因素与血流感染的相关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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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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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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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

阳性率
!

本次研究患有大肠埃希菌血流

感染的病例共
*:&

例#其中
'*,

例产
[e7<A

#

';;

例不

产
[e7<A

#

[e7<A

的阳性率为
%*+;̀

'

/+/

!

血流感染危险因素及相关信息结果
!

'.

种血流

感染危险因素分布及相关信息见表
'

'

表
'

!!

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患者危险因素统计表$

)

%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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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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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岁&

%

;- .; &,

$

;- %. .,

住院天数$

N

&

%

'( :- :(

$

'( %, :'

手术
;* ,&

败血症征兆
'-* '',

安置尿路导管
%. *(

安置中心静脉导管
.' ;*

使用呼吸机
'% ''

安置胃管
*% *-

急慢性肾疾病
(. (,

急慢性肝疾病
(- (&

胆道疾病
;* %*

消化道疾病
,, *,

尿路感染
:, ;(

呼吸道感染
;% .'

感染性休克
,' ''

基础疾病"

&- ;&

抗生素使用
%

,

类
&* ,&

!!

注!

"指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

表
*

!!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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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危险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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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

*

" %S &(̀ .+

手术
.+&&* -+--( ,+*'% '+%,'

"

.+***

败血症征兆
%+-,* -+-%( *+%(- -+&&:

"

;+-'(

安置导尿管
;+*'* -+-', ,+-;* '+*.-

"

.+,:-

安置中心静脉导管
%+((% -+-,' *+*&, '+-.-

"

;+.%,

胆道疾病
;+&;, -+--: *+&,, '+,'&

"

;+(*%

尿路感染
:+;,' -+--, ,+**, '+%.;

"

.+-,(

感染性休克
(+*(* -+-'* %+(:, '+,&-

"

'(+''.

基础疾病
'-+*-% -+--' ,+;&' '+;(;

"

:+**;

抗生素使用
%

,

类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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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流感染危险因素统计分析结果
!

对
'.

种血

流感染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
<1

H

"AG"/

回归分析#研究

各因素与产
[e7<A

大肠埃希菌引发血流感染的关

系#找出产
[e7<A

大肠埃希菌引发血流感染的危险

因素#其中
&

种危险因素与产
[e7<A

大肠埃希菌引起

医院血流感染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

'

'

!

讨
!!

论

!!

大肠埃希菌是目前引起血流感染最常见的革兰

阴性菌群#本次研究对产
[e7<A

引起医院血流感染

可能的
'.

种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
<1

H

"AG"/

回归

分析发现!当患者存在败血症征兆*胆道疾病*尿路感

染*感染性休克*糖尿病及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时将

明显增加其血流感染的风险#究其原因可能与此类患

者自身免疫机制被破坏有关'国内外研究也表明#基

础疾病是引起产
[e7<A

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危险

因素(

.$:

)

'本研究还发现#安置尿路导管*安置中心静

脉导管等侵袭性操作也是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危

险因素'丁月平等(

&

)的研究也证实导管插入是其感

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产
[e7<A

菌株

在插管时即定植于损伤的尿道黏膜#并定期释放入血

导致血流感染'

本研究还发现患者近期使用抗生素超过
,

类也

是产
[e7<A

大肠埃希菌感染的危险因素'苏惠婷

等(

'-

)认为头孢菌素使用量$

%SD*+,-'

#

"D-+-,;

&

为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5>873$

#[<<C

等(

''

)研究发现对于产
[e7<A

大肠埃希菌血

流感染者早期使用有效抗生素不足将明显增加该类

感染者的病死率'陈丽莉等(

'*

)研究发现#患者近期接

受过头孢类或喹诺酮类抗感染药物治疗可导致产
[e$

7<A

的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风险增加#分析原因极可

能为在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出来之前#临床上会

经验性使用三代头孢菌素和喹诺酮类#由于大肠埃希

菌对以上两类抗菌药的耐药性较高#前期此两类抗菌

药物的使用易筛选出产
[e7<A

耐药菌株'因此#合

理*有效地使用抗生素能明显减少产
[e7<A

大肠埃

希菌血流感染的风险#以及改善该类感染者的预后#

建议临床上进行经验性抗菌治疗时选择覆盖产
[e$

7<A

酶菌株的药物'

由于细菌感染日益严重#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关注

的重点和热点#研究发现产
[e7<A

大肠埃希菌引起

的血流感染主要为院内获得(

',

)

'本研究表明#本院

*-'%E*-':

年血流感染的大肠埃希菌中产
[e7<A

的

阳性率为
%*+;̀

'产
[e7<A

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为

多种因素所致#主要与侵袭性操作*患者本身潜在的

基础疾病和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等危险因素有关#所

以对于有上述危险因素的患者#要进行密切的监测与

微生物送检培养#及时发现感染并及时采用敏感的抗

生素治疗#同时尽量减少侵袭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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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效价较低或剂量效应而难以检出'在此种情况

下即使相应抗体存在#配血也可能相合发血'若患者

再次接受抗原刺激会导致免疫回忆反应#产生大量抗

体#从而引起迟发型溶血性输血反应(

',

)

'为及时检出

不规则抗体#输血后
*%I

需再次输血的患者#重新抽

取标本进行免疫血液学检查#对保障输血安全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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