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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某院肺炎克雷伯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杨小敏!闫卫利#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
)(($+(

%

!!

摘
!

要"目的
!

对临床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

]#R

%的分布及耐药情况进行分析!为临床合理用药及控制院内感染提供依据&方

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的
*1%

株
]#R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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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YZN-6

%阳性
]#R

占标本总量的

'(&1%3

!其检出率最高的科室是
UQ.

"

'2&'23

%!最高的标本是痰液"

')&+$3

%!

YZN-6

阳性菌株呈多重耐药趋势!该菌无论产
YZN-6

与否均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最敏感&结论
!

YZN-6

阳性菌株耐药率均高于
YZN-6

阴性菌

株!建议临床根据是否产
YZN-6

及病程长短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对多重耐药的发生率以及有效控制医院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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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

]#R

&是一种常见的引起院内感染的重要

条件致病菌之一)

$

*

'近年来#

]#R

已成为呼吸系统及泌尿系

统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产超广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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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YZN-6

&

]#R

检

出率的逐年上升常造成临床抗感染治疗失败及病程迁延'为

了解该院
YZN-6

阴性和阳性
]#R

的科室(标本分布及耐药情

况#本文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分离的
*1%

株
]#R

进

行分析#为临床治疗及预防
]#R

感染和耐药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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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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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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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患者送检

的合格标本中分离的
*1%

株
]#R

#剔除
%

周内重复检出的菌

株'标本包括痰液(咽拭子(尿液(胸腔及腹腔积液和分泌

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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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XU"Y]8%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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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仪%

R̀Uk

鉴定和

R̀Z

药敏卡片均是与其配套使用#分离(鉴定及药敏操作参照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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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判定参照美国临

床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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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标准'质控菌株为卫

生部临检中心提供的大肠埃希菌$

!"QQ%+1%%

&(铜绿假单胞

菌$

!"QQ%/*+)

&(金黄色葡萄球菌$

!"Q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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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细菌耐药性监测中

心所推荐的
\A97?@+&(

软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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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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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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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分布
!

*1%

份标本中#肺病科检出
++%

株#占

2$&**3

#其次是
UQ.

和脑病针灸科#分别占
$$&$(3

和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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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菌株共检出
)2+

株#占标本总量的

'(&1%3

#检出率最高的是
UQ.

(内分泌科(肿瘤科及肾病科#分

别占
'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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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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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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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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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中#痰液检出
'$2

株#

占
'2&2'3

#其次是咽拭子和尿液#分别占
)*&1(3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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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菌株检出率最高的是痰液和咽拭子#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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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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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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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R

的耐药率均高于
YZ8

N-6

阴性菌株#且呈多重耐药趋势'无论
]#R

是否产
YZN-6

#

均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

巴坦最敏感%对氨苄西林和哌拉西林的耐药率均接近
$((3

和

1(3

'

YZN-6

阳性
]#R

对头孢唑啉(哌拉西林(头孢曲松(氨

曲南(复方磺胺甲唑(环丙沙星(庆大霉素等抗菌药物严重耐

药#耐药率分别为
*1&)%3

(

**&'13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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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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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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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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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菌株对这些抗菌

药物的耐药率则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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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在人体的上呼吸道(肠道等多个部位均有定植#机体

免疫力低下时#可引起呼吸道(泌尿道(消化道等多个部位感

染#是引起院内感染的重要致病菌'目前
]#R

的耐药机制主

要包括!产生
'

8

内酰胺酶(生物被膜的形成(抗菌药物主动外

排(外膜孔蛋白的缺失等#而抗菌药物耐药基因的水平播散是

多药耐药菌株临床增多的重要原因)

)

*

'

肺病科和
UQ.

分别是
]#R

分离率最高和
YZN-6

阳性

]#R

检出率最高的科室#说明
]#R

是下呼吸道及年老体弱者

感染的重要病原菌#这些科室的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力低下(病

程较长(同时应用多种药物治疗及有创性诊疗操作等危险因

素#这与国内外报道一致)

'8+

*

#而且可能是患者上呼吸道内的

]#R

下行进入下呼吸道从而引起感染所致'因此#对以上科

室的患者尤其是对免疫力低下(频繁使用抗菌药物且有其他基

础疾病的老年人应特别注意加强口腔的护理#尽量避免
]#R

下行感染'

*1%

份
]#R

标本中#痰液及咽拭子检出最多#表明其主要

引起呼吸道感染#与国内文献报道一致)

2

*

#而痰液
YZN-6

阳性

菌株检出率最高#与国内报道基本一致)

/8*

*

#

]#R

产
YZN-6

株

占标本总量的
'(&1%3

#与韦衍莉等)

1

*所报道的结果较接近'

]#R

是临床常见的产
YZN-6

的典型细菌#通过质粒介导产生

耐药#容易出现多重耐药及严重的医院感染#故其所引起的感

染及耐药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

]#R

无论是否产
YZN-6

#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均最敏

感#可作为治疗重症感染患者的首选药物%对头孢哌酮"舒巴

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均比较敏感#与文献报道相一致)

+

#

$(

*

%

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接近
$((3

#可能是
]#R

对氨苄西林具

天然耐药性所致'而
YZN-6

阳性
]#R

对头孢唑啉(哌拉西

林(头孢曲松等抗菌药物严重耐药#建议临床不要将其作为抗

感染治疗的首选#应用与否应视患者药敏结果而定'值得注意

的是#亚胺培南(美罗培南都属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虽然该

类药物对
'

8

内酰胺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的独特结构#但是随着

医院泛耐药
!N!

及耐亚胺培南
!N!

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泛耐药菌株对多种抗菌药物几乎全部耐药#仅对黏菌素和

多黏菌素
N

敏感#应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由于
]#R

的耐药机制较为复杂#为了有效地预防
]#R

耐药菌株的增长#建议临床医师应依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

有效的抗菌药物#对降低
]#R

感染和多重耐药的发生率以及

有效控制医院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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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基结合#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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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复合物的形成#作

用于细菌蛋白质合成的起始阶段#最终产生抑制作用#可用于

治疗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感染)

$)

*

'本院已分离到耐利奈唑

胺的菌株#且国内也有文献报道分离出对利奈唑胺耐药的肠球

菌)

$'

*

#虽然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同时耐药的情况极少见#但

近年来#国内已有屎肠球菌同时耐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报

道)

$+

*

'为避免出现更多的耐药株#防止耐药菌的蔓延#临床医

生应合理用药#在选择抗菌药物时不能追求高(新#严格把握使

用利奈唑胺的适应证#杜绝滥用抗菌药物'

总之#由肠球菌引起的重症患者尿路感染已日益严重#耐

药菌株及多重耐药菌株增加较快#并有种属的差别#给临床治

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临床医生应做好预防措施#积极治疗基

础疾病#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侵入性操作#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在治疗肠球菌属细菌引起的感

染时#应根据分离菌株的菌种和耐药特点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减少经验用药#才能有效控制其在临床的感染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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