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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
&

群链球菌携带情况及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

钱耀先!陈
!

俊!王
!

燕!周光莉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贵州兴义
"1.!##

!!

摘
!

要"目的
!

筛查该院就诊孕妇
&

群链球菌$

&̂Y

%携带情况!并分析其耐药特征及对新生儿结局的影

响"方法
!

采集该院
"##

例孕妇阴道拭子标本!并采用
,4??)I:E@;;

肉汤培养基#哥伦比亚血平板$

&%G

%培养

基及
&̂Y

显色$

Y,0&

%培养基进行培养!并对其分离的
&̂Y

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将确诊为
&̂Y

携带者
31

例

纳入观察组!未携带
&̂Y

者
!.!

例纳入对照组"比较两组新生儿结局"结果
!

该院孕妇
&̂Y

携带率为

$"/.[

!观察组中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肺炎#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两组中新生儿脑膜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Y

对青霉素#氨

苄西林#奎奴普丁#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替加环素等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达到了
2#[

以上!而对环丙沙星

$

"(/2"[

%#左氧氟沙星$

"#/##[

%#红霉素$

"3/X2[

%#四环素$

3X/2"[

%等抗菌药物耐药性相对较高!且
.#$1̀

.#$3

年与
.#$3̀ .#$X

年所分离的
&̂Y

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差异不大"结论
!

孕妇
&̂Y

携带率较高!且容易

感染母体及新生儿!建议把
&̂Y

筛查列入育龄期女性备孕及孕妇产前检测的常规项目!对
&̂Y

携带者尽早给

予抗菌药物预防性治疗!以降低新生儿感染率和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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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链球菌$

&̂Y

%是一种寄生于人类泌尿生殖道

及下消化道的条件致病菌+早在
.#

世纪
3#

年代#

&̂Y

就已被证实为引起孕产妇生殖道及新生儿感染

的主要病原菌'

$

(

#还可通过产道上行感染引发孕妇早

产)流产)胎膜早破)子宫内膜炎等#也可通过母婴垂

直传播引发新生儿败血症和脑膜炎等'

.)"

(

+因此#本

研究通过对本院
.#$1

年
$.

月至
.#$X

年
$.

月孕妇生

殖道标本进行分析#探讨孕妇
&̂Y

携带率)耐药情况

*

21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

基金项目!黔西南州科技计划项目'黔西南科字$

.#$1

%

((

号(+

!!

作者简介!钱耀先#女#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微生物检验研究+



及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以期为降低孕妇
&̂Y

感染)

临床合理用药)控制产后母婴感染并发症提供数据支

持#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X

年
$.

月

本院就诊的
"##

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孕周均为
.X

"

!#

周+排除合并心)肝)肾)肺等重要脏器疾病者#血

液系统疾病者#以及有
.

次以上流产史者+根据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年颁布的/

&

族链球菌

孕期筛查实验室操作规范0#采集研究对象阴道拭子

标本
"##

份进行
&̂Y

分离培养+按照是否携带
&̂Y

将
"##

例孕妇分成对照组$

!.!

例#

&̂Y

培养阴性%和

观察组$

31

例#

&̂Y

培养阳性%+对照组孕妇年龄

$2

"

!#

岁#平均$

(#/$$e$/"#

%岁&孕周
.X

"

!#

周#平

均$

($/.$e(/!!

%周&流产次数
#

"

.

次#平均$

#/X.e

#/(.

%次&其中
.21

例初产妇#

$.X

例经产妇+观察组

孕妇年龄
.$

"

(2

岁#平均$

.2/(1e(/("

%岁&孕周

.X

"

!#

周#平均$

(./$.e./"1

%周&流产次数
#

"

.

次#

平均$

#/32e#/.2

%次&其中
"3

例初产妇#

$2

例经产

妇+两组孕妇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后进行#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

!

仪器与试剂
!

哥伦比亚血平板$

&%G

%培养基)

&̂Y

显色$

Y,0&

%培养基)革兰阳性细菌鉴定卡片

$

Ĝ

鉴定卡%和
Ĝ13

药物敏感性试验卡片)

VP,*-

.'46

7

85;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鉴定仪均购自法国生物

梅里埃公司#

,4??)I:E@;;

肉汤培养基购自上海博华

生物有限公司+

$/'

!

质控菌株
!

腐生葡萄球菌$

%,''&%%)3"#

%)铅黄

肠球菌$

%,''3##(.3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

粪肠球菌$

%,''.2.$.

%等购自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

中心+

$/1

!

方法
!

将临床采集的阴道拭子标本严格按照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规定的三区划线法分别接

种于
&%G

与
Y,0&

培养基上#然后置于
"['\

.

环境

中
("c

孵育
$X

"

.!<

+对可疑菌落采用
VP,*-.

'46

7

85;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鉴定仪及配套
Ĝ

鉴定卡)

Ĝ13

药物敏感性试验卡片进行
&̂Y

菌株鉴定和药敏

试验+药敏试验结果判定依据
.#$X

年美国临床实验室

标准化协会$

'SYP

%

T$##)Y.X

文件进行+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GY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细菌培养结果
!

"##

例孕妇的阴道拭子标本经

&%G

与
Y,0&

培养基培养
.!<

后共检测出
31

份

&̂Y

阳性标本#检出率为
$"/.[

+在
Y,0&

培养基

上
&̂Y

形成圆形)透明的浅粉色至红色菌落#非
&̂Y

菌落呈现出蓝色或灰色+

///

!

两组新生儿结局比较
!

观察组中新生儿败血

症)新生儿肺炎)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发生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新生儿

脑膜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新生儿结局比较#

)

$

组别
)

新生儿

败血症

新生儿

肺炎

新生儿

脑膜炎

新生儿

窒息

新生儿

病理性黄疸

观察组
31 " 1 . ! .#

对照组
!.! . ( .$ $( $"

!

.

$3/!$! $X/X(! #/32$ #/2!3 "$/(1!

!

$

#/#"

$

#/#"

%

#/#"

%

#/#"

$

#/#"

//'

!

&̂Y

药敏试验结果
!

31

株
&̂Y

均有不同程度

的耐药#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奎奴普丁)利奈唑胺)万

古霉素)替加环素等抗菌药物比较敏感#对呋喃妥因

敏感性次之#而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红霉素)四

环素等抗菌药物敏感性较低+药敏试验结果见表
.

+

表
.

!!

31

株
&̂Y

药敏试验结果)

)

#

[

$*

抗菌药物 敏感 中介 耐药

青霉素
3.

$

2!/3!

%

#

$

#/##

%

!

$

"/.1

%

氨苄西林
3(

$

21/#"

%

#

$

#/##

%

(

$

(/2"

%

环丙沙星
("

$

!1/#"

%

#

$

#/##

%

!$

$

"(/2"

%

左氧氟沙星
(X

$

"#/##

%

#

$

#/##

%

(X

$

"#/##

%

红霉素
(.

$

!./$$

%

#

$

#/##

%

!!

$

"3/X2

%

奎奴普丁
3!

$

23/(3

%

#

$

#/##

%

.

$

./1(

%

利奈唑胺
3$

$

2(/!.

%

#

$

#/##

%

"

$

1/"X

%

万古霉素
12

$

2#/32

%

#

$

#/##

%

3

$

2/.$

%

四环素
$1

$

.$/#"

%

#

$

#/##

%

1#

$

3X/2"

%

替加环素
3#

$

2./$$

%

#

$

#/##

%

1

$

3/X2

%

呋喃妥因
1#

$

3X/2"

%

1

$

3/X2

%

$#

$

$(/$1

%

//1

!

.#$1`.#$X

年耐药情况比较
!

.#$1`.#$3

年

所分离
&̂Y

$

(2

株%与
.#$3̀ .#$X

年所分离菌株$

(3

株%耐药性比较#变化不明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1̀ .#$3

年与
.#$3̀ .#$X

年
&̂Y

!!!

耐药情况比较)

)

#

[

$*

抗菌药物
敏感

.#$1̀ .#$3

年
.#$3̀ .#$X

年

耐药

.#$1̀ .#$3

年
.#$3̀ .#$X

年

青霉素
(3

$

2!/X3

%

("

$

2!/"2

%

.

$

"/$.

%

.

$

"/!#

%

氨苄西林
(X

$

23/!(

%

("

$

2!/"2

%

$

$

./"1

%

.

$

"/!#

%

环丙沙星
.#

$

"$/.X

%

$"

$

!#/"!

%

$2

$

!X/3$

%

..

$

"2/!"

%

左氧氟沙星
.#

$

"$/.X

%

$X

$

!X/1!

%

$2

$

!X/3$

%

$2

$

"$/("

%

红霉素
$X

$

!1/$"

%

$!

$

(3/X(

%

.$

$

"(/X!

%

.(

$

1./$1

%

奎奴普丁
(X

$

23/!(

%

(1

$

23/.2

%

$

$

./"1

%

$

$

./3#

%

*

#3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续表
(

!!

.#$1̀ .#$3

年与
.#$3̀ .#$X

年
&̂Y

!!!

耐药情况比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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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为兼性需氧革兰阳性球菌#由于其细胞壁中

含有多糖物质#且属于抗原构造分类中的
&

群#因而

被称为
&

族链球菌+

&̂Y

通常定植在直肠和阴道#流

行病学研究表明#

&̂Y

是引起孕晚期女性发生严重感

染性疾病的常见致病菌#它既可引起孕妇生殖道感

染#又可造成孕妇早产)流产)死胎等现象+同时#感

染
&̂Y

的孕妇在分娩过程中还可造成侵入性感染#

严重者还可引发新生儿死亡'

1)3

(

+据报道#新生儿发

生
&̂Y

感染后的病死率为
.#[

"

"#[

#国外携带

&̂Y

孕妇导致新生儿
&̂Y

的早发性感染病死率为

![

"

1[

'

X

(

+究其原因在于妊娠女性阴道内环境微

生态失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及阴道黏膜损伤致使抵

御外界病原菌的能力下降#定植在此部位的
&̂Y

引

起感染的风险比较高'

2

(

+唐群力等'

$#

(通过对孕晚期

女性
&̂Y

携带情况及其与阴道微环境的关系研究#

证实孕妇
&̂Y

感染高发与生殖道微环境改变有关+

本研究中观察组新生儿的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肺

炎)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新生

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与林丽丽

等'

$$

(对温州地区孕晚期
&̂Y

孕妇定植情况及其对新

生儿结局的影响研究结论一致+

国内外学者通过对世界各地的孕妇
&̂Y

携带情

况进行调查发现#孕妇
&̂Y

携带率具有地域和种族

差异+其 中#非 洲 $

.![

%)美 国 $

..[

%)大 洋 洲

$

..[

%)欧洲$

$1[

%等地孕妇
&̂Y

携带率稍高于我

国孕妇$

"[

"

$"[

%#提示孕妇
&̂Y

携带率可能与环

境)经济)文化)人口状况及检测方法有关'

$.)$1

(

+本研

究通过对本院孕妇
&̂Y

筛查发现#本地区
&̂Y

检出

率较金华)铜仁等地稍高'

$3)$X

(

+这可能与本研究使用

(

种培养基有关#尤其是已有研究表明
Y,0&

培养基

对于临床肛门及阴道标本的
&̂Y

具有较好的检出

率#并对非目标菌群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2

(

+通过对

分离的
31

株
&̂Y

进行药敏试验发现#

&̂Y

对青霉

素)氨苄西林)奎奴普丁)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替加环

素等抗菌药物较敏感#与文献'

3

(得出的
&̂Y

对常用

的抗菌药物较少产生耐药的结论一致+虽然本研究

中也发现了部分
&̂Y

对青霉素产生了耐药#这种现

象其他作者也曾报道过'

.#

(

#但是青霉素仍然可以作为

预防及治疗
&̂Y

感染的首选药物+本研究结果显

示#

31

株
&̂Y

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性为

"#[

左右#提示以上两种药物不适合作为
&̂Y

筛查

为阳性者的经验性用药+本研究中
&̂Y

对红霉素的

耐药性较高#为
"3/X2[

#这与文献'

.$

(报道的
&̂Y

对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红霉素耐药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并且其耐药菌株呈全球性分布等结论吻合+本研

究中
&̂Y

对四环素耐药性最高#为
3X/2"[

#提示四

环素不适合用于预防与治疗孕妇
&̂Y

感染+

同时#本研究还比较了
.#$1`.#$3

年及
.#$3`

.#$X

年所分离的
&̂Y

耐药情况#发现对常用抗菌药

物耐药性变化不明显#说明本研究所统计的药敏试验

结果对指导临床治疗
&̂Y

感染患者具有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
&̂Y

感染可能造成的新生

儿不良结局#建议把
&̂Y

筛查列入育龄期女性备孕

及孕妇产前检测的常规项目#对
&̂Y

携带者尽早给

予抗菌药物预防性治疗#以降低新生儿感染率和病

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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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 +

#

JI\L I

#

:;8D/+@>;9@CB;@4A4=

7

@DB>

@>D8A?>8A?8D

7

<8)D@O:

7

94;:@A

F

:A:>4=

F

94B

7

&Y;9:

7

;4)

5455B>54D4A@K:?@A

7

9:

F

A8A;E46:A@A&:@

d

@A

F

#

'<@A8

'

U

(

/

*B9U'D@AT@594C@4DPA=:5;+@>

#

.#$"

#

(!

$

1

%!

$$3()$$32/

'

$!

(沈定树#周雪艳
/

无乳链球菌的研究进展'

U

(

/

中国微生态

学杂志#

.##X

#

.#

$

"

%!

"$X)"$2/

'

$"

(闫津津#王子璇
/

孕
("

"

(3

周女性无乳链球菌携带状况

及不同方法检出情况分析'

U

(

/

中国药物经济学#

.#$3

#

$.

$

1

%!

$$.)$$!/

'

$1

(胡利春#邹洁洁#陈海燕
/

晚期孕妇生殖道感染无乳链球

菌与新生儿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U

(

/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

#

.1

$

3

%!

X(1)X(X/

'

$3

(胡发龙
/

孕晚期女性无乳链球菌感染与耐药性情况及对

新生儿的影响'

U

(

/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1

#

.X

$

"

%!

"2X)

1##/

'

$X

(杨淋#赵德军
/

某地区
$#X.

例孕妇生殖道无乳链球菌筛

查及耐药性分析'

U

(

/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1

#

$X

$

.

%!

2#)

2$/

'

$2

(张树琛#王杉#朱凤霞#等
/&

群链球菌显色培养基在孕产

妇
&

群链球菌筛查中的性能评价'

U

(

/

首都医科大学学

报#

.#$1

#

(3

$

"

%!

1X#)1X(/

'

.#

(胥志超#张波#钟婉莹#等
/

无乳链球菌毒力基因的分布及

其与耐药性和
TSY,

的关系'

U

(

/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X

#

$(

$

$$

%!

$.$1)$..#/

'

.$

(卫叶林#陈航列
/

本院孕妇生殖道无乳链球菌带菌感染情

况和耐药性分析'

U

(

/

中国乡村医药#

.#$X

#

("

$

$

%!

!$)!./

$收稿日期!

.#$2)#$)$.

!!

修回日期!

.#$2)#!)#!

%

*

"3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