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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对氟喹诺酮类的质粒介导耐药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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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产物直接双向测序$用接合实验了解是否存在水平传播的氟喹诺酮耐药性传播机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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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认为细菌对氟喹诺酮类的耐药是由染色体突变所致#

但细菌对氟喹诺酮类的耐药性在某些地区$如中国%的上升迅

速#推 测 可 能 有 质 粒 介 导 耐 药 机 制 的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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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耐药质粒#将该质粒转移至其他细菌时#细菌对氟喹诺

酮类的最低抑菌浓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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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喹诺酮类为全合成药物#

人们一直认为灭活酶不能破坏其结构#即不被灭活酶水解'然

而最近研究显示#由质粒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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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氨基糖苷乙酰转移酶的变

异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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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探索本地质粒介导的氟喹诺酮耐药机制#用接合

实验了解是否存在水平传播的氟喹诺酮耐药性传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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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DA=

与
U

#=Q

基因同时存在可使氟喹诺

酮类的
;>3

进一步上升'在本研究中#

D-

株耐氟喹诺酮类大

肠埃希菌中
C

株检出
""A

$

8N

%

DR?DA=

基因#存在
""A

$

8N

%

DR?DA=

基因的流行#但远低于上海地区'在
C

株
""A

$

8N

%

DR?DA=

基因

阳性株中#

*

株左氧氟沙星
;>3

为
98

$

?

"

@<

#

.

株左氧氟沙星

;>3

为
.*

$

?

"

@<

#

*

株左氧氟沙星
;>3

为
8,

$

?

"

@<

'结合

接合实验研究结果#

C

株阳性株中的
*

号菌为接合实验阳性供

体菌#其左氧氟沙星
;>3

为
8,

$

?

"

@<

#进一步证实了
""A

$

8N

%

DR?DA=

与质粒携带的氟喹诺酮类耐药基因同时存在可使

其
;>3

进一步上升'此外#

*

号接合子亦携带
""A

$

8N

%

DR?DA=

基因#说明该基因也可通过接合方式水平传播'本研究中#通

过接合实验探索氟喹诺酮类耐药性在大肠埃希菌同种菌株之

间的水平传播情况'结果发现
*

株接合子存在不同程度对氟

喹诺酮类耐药#即耐药性通过可接合质粒发生了水平传播#但

接合率不高#仅为
*B8Z

'可见本地区确实存在水平传播的氟

喹诺酮类耐药机制#但所占比重不大#提示本地区临床分离大

肠埃希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性仅有极少一部分通过质粒

介导#其主要耐药机制可能是通过染色体靶位蛋白基因的突变

所致#但也不能排除存在非接合质粒介导耐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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