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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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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菌群变迁及耐药性分析

柯
!

俊$

!邹义春$

!鲍群丽$

!罗卓跃$

!汪宏良$

#

"

$6

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科
!

95#&&&

&

26

黄石理工学院医学检验系!湖北黄石
95#&&&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菌群变迁及耐药性现状!为有效控制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提供依据%方法
!

采

用
\+"*a?52

系统和
a?!

纸片法!对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菌群变迁及耐药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92

例患者共分离出
$9%

株病原菌!

_

X条件致病菌逐渐成为主要病原菌%对庆大霉素$环丙沙星$青霉素$头孢唑林$头孢哌酮$头孢噻肟$头孢他啶耐药率

逐年增加!

2&&'

年耐药率均为
'&4

以上&对万古霉素$亚胺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复方磺胺耐药率较低%结论
!

加强医院感染

管理!及时进行病原学和药物敏感性检测!合理使用抗菌剂!有效地控制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急性颅脑损伤&

!

交叉感染&

!

抗药性!细菌

!"#

!

$&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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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5?9$5&

"

2&$$

#

&:?&:%:?&2

!!

急性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的急危重症#获得性医院感染是

急性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抗菌剂不合理使

用是造成医院感染的重要因素(

$

)

*现分析急性颅脑损伤患者

获得性医院感染菌群变迁及耐药性#为合理使用抗菌剂#控制

医院感染#促进急性颅脑损伤术后恢复提供依据*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2&&:

年
$

月至
2&&'

年
$2

月本院神经外科收

治的
9%5

例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其中并发医院感染
$92

例#男

'9

例#女
9%

例#平均年龄为
9%6#

岁#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制定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

(

2

)

*同一患者不同

部位'同一患者不同时间分离出的同一病原菌计为
$

株*

D6E

!

方法
!

细菌鉴定仪为法国生物梅里埃的
\+"*a?52

&药

敏试验采用
a?!

纸片扩散法#根据
.(,+2&&:

年文件判定结

果*细菌菌谱及耐药性分析应用
P^ -̀*"#65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E

!

结
!!

果

E6D

!

医院感染
!

9%5

例急性颅脑损伤患者中发生医院感染有

$92

例#发生率为
2'6#4

#见表
$

*

表
$

!!

$92

例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医院感染调查结果

感染部位 感染病例数$

%

% 构成比$

4

%

上呼吸道
2% $'6:

下呼吸道
:' 9%6:

泌尿道
2' 2&6:

胃肠道
% #6:

皮肤
# 563

其他
5 $6'

E6E

!

医院感染病原菌
!

$92

例急性颅脑损伤并发医院感染的

患者共分离出病原菌
$9%

株#见表
2

*

E6F

!

病原菌对常用抗菌剂体外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随着抗菌

剂的大量使用和耐药因子在细菌间的传播#细菌的耐药性不断

增强#

2&&%

年'

2&&'

年均分离出
#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除亚胺培

南外的十几种抗菌剂均耐药*不同地区抗菌剂使用情况不同#

使得不同地域细菌耐药性也有差别*

表
2

!!

急性颅脑并发医院感染患者病原菌调查结果'

%

$

4

%(

病原菌种类
2&&:

年
2&&3

年
2&&%

年
2&&'

年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3

$

#56$

%

$:

$

926$

%

$9

$

5565

%

$&

$

236%

%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

:65

%

2

$

#65

%

$

$

269

%

5

$

%65

%

大肠埃希菌
2

$

:65

%

9

$

$&6#

%

5

$

36$

%

5

$

%65

%

铜绿假单胞菌
5

$

'69

%

5

$

36'

%

9

$

'6#

%

%

$

2262

%

鲍曼不动杆菌
2

$

:65

%

#

$

$562

%

$&

$

256%

%

#

$

$56'

%

肺炎克雷伯菌
2

$

:65

%

5

$

36'

%

:

$

$965

%

#

$

$56'

%

其他
9

$

$26#

%

#

$

$562

%

9

$

'6#

%

2

$

#6:

%

!!

括号内为占当年分离病原菌总数百分比*

F

!

讨
!!

论

颅脑损伤特别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因昏迷'神经系统障

碍'肢体运动障碍'长期卧床#机体处于高分解代谢状态#呈负

氮平衡#机体因过度消耗'脱水'高热导致抵抗力下降&再者由

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伤害#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统的调节功能

削弱#机体免疫功能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低下#易受病原微生

物侵袭(

5?9

)

*

表
2

结果表明#近年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感染重

视#通过加强对医院环境'住院条件'医疗用品及设备等监管控

制#医务人员在进行医疗诊治行为时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和消

毒'隔离制度#加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使得引起外源性医院

感染的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_

W球菌比例有所下降(

#

)

*

而随着抗菌剂大量的应用#患者体内菌群失调#引起内源性医

院感染的正常菌群或条件致病菌$如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

杆菌'某些真菌等%比例逐年上升(

#

)

*

某一地区某种抗菌剂大量使用#该区域病原菌对该种抗菌

剂耐药性增加(

:

)

*由于本院神经外科大量使用头孢唑林'头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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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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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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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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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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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肟'头孢他啶等头孢菌素及环丙沙星等抗菌剂#其耐药率均

逐年上升#

2&&%

年达
'&4

以上&庆大霉素在雾化'换药中大量

应用#其耐药率于
2&&%

年高达
'96:4

*而万古霉素'亚胺培

南'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相对较低*

医院感染不仅增加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而且加重病

情#延长康复时间#严重时可因继发感染引起败血症而危及生

命*加强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的素质&加强抗菌剂的管理#

避免高级广谱抗菌剂作为预防性用药&及时进行病原学和药物

敏感性检测#避免盲目.经验/用药*合理使用抗菌剂#有效地

控制急性颅脑损伤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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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区警察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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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甘肃省兰州市区警察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水平!为预防疾病提供依据%方法
!

选择兰州市公安局机关单

位及城关区各派出所
$$#9

例警察!采用生化仪器对人群进行总胆固醇"

".

#和三酰甘油"

"_

#检测!数据结果采用
,/,,$36&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

轻度升高占调查人群
$#6&4

"

$32

'

$$9:

#!高
".

血症占
$5694

"

$#5

'

$$9:

#!高
"_

血症占
93624

"

#9$

'

$$9:

#&不同年龄血脂水平的比较!

".

$

"_

水平均以大于或等于
#&

岁组最高!其次为
9&

%

9'

岁组!最低是
2&

%

2'

岁组"

!

$

&6&$

#&

".

$

"_

升高及
".

轻度升高检出率以
2&

%

2'

岁组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大于或等于
#&

岁组和
9&

%

9'

岁组检出率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

".

轻度升高和
"_

异常率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单纯
"_

异常率比较!男性
".

$

"_

水平均高于女性"

!

$

&6&#

#%结论
!

兰州市警察的血脂异常率较高!建议对高血脂者经常进行健康教

育$跟踪随访和做相应的医疗检查!必要时进行药物干预%

关键词#三酰甘油类&

!

胆固醇&

!

数据说明!统计民警&

!

检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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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心血管疾病$

.\V

%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

死亡的主要原因(

$

)

*据报道#预计从
$'3&

%

2&$#

年#

.\V

死

亡率在发达国家下降#而在发展中国家将几乎翻一番(

2

)

*高三

酰甘油$

"_

%水平'总胆固醇$

".

%等与
.\V

相关(

5

)

*高脂血

症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_

每降低
$4

可使冠心病的发

病率降低
24

&

"_

每下降
$&4

可使冠心病死亡率降低
$54

%

$94

(

9

)

*卫生部发布的,

2&&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调

查报告-表明#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为
$%6:4

#全国血脂

异常人数估计达
$6:

亿(

#

)

*

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不同环境'不同人群的
".

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血脂异常是许多
.\V

的高危因素*

多方面资料显示#中国人群血脂异常的现状较差*日常的饮食

结构和生活习惯的失衡#体力活动减少#肥胖比例上升#人群的

血清
".

和
"_

水平呈现升高趋势(

$$

)

*随着血脂异常发生率

增高#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针对特定职业人群的

血脂水平进行必要监测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解兰州地区人警

察的血脂状况#对兰州市区及各派出所
$$9:

例健康体检警察

进行
".

和
"_

检测结果分析*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兰州市公安局机关单位及城关区各派出所

$$9:

例警察#男
'&#

例#女
29$

例*年龄
2&

%

:&

岁*

D6E

!

方法
!

所有体检者检测前一天晚上素食#禁止饮酒#早晨

空腹采集静脉血
#I(

#采用酶免疫比色法测定血清
".

'

"_

*

标本测试前都先严格按照定标'室内和室间质控程序进行#各

项指标符合相关要求后进行标本测试*

D6F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雅培公司生产的生化仪器$型号!

ECGA=CD

%*测定试剂为浙江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定标及质控血清由英国朗道公司提供*

D6G

!

结果判定标准
!

血脂异常诊断标准为.血脂异常防治对

策专题组/

$''3

年推荐的标准*高胆固醇血症!大于
#632

IIAJ

"

(

&胆固醇边缘升高!

#62&

%

#63$IIAJ

"

(

&高三酰甘油

血症!大于或等于
$63&IIAJ

"

(

*

D6P

!

统计学处理
!

体检结果数据通过
,/,,$36&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E

!

结
!!

果

E6D

!

一般情况
!

检测结果显示#

".

轻度升高为
$#6&4

$

$32

"

$$9:

%#高
".

血症为
$5694

$

$#5

"

$$9:

%#高
"_

血症为
936

24

$

#9$

"

$$9:

%*

".

平均水平为$

96337&6%3

%

IIAJ

"

(

#

"_

平均水平为$

$6'#7$622

%

IIAJ

"

(

*

E6E

!

不同年龄血脂水平
!

9

个年龄组
".

'

"_

水平均以大于

#&

岁组最高#其次为
%

9&

%&

#&

岁组#最低是
2&

%&

5&

岁组

$均数两两比较
R

检验#

!

$

&6&$

%&

".

'

"_

升高及
".

轻度升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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