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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被膜与其耐药性的相关性%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分离的鲍曼不

动杆菌临床分布$生物膜形成情况及生物膜形成与耐药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
!

标本来源主要为痰液$分泌物$腹腔积液等&强

度为(

b

)生物膜菌株
")

株!占
)),).-

"

")

'

/*

#&强度为(

c

)生物膜菌株
!

株!占
!,".-

"

!

'

/*

#!所占比例最低!

+),*!-

鲍曼不动

杆菌具有较强的生物膜形成能力&具有生物膜的菌株耐药性明显高于不具有生物膜的菌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不同

强度生物膜菌株的耐药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

#%结论
!

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与其耐药性密切相关!但不同强度生

物膜与其耐药性无明显相关性!值得对生物膜与其耐药性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鲍氏不动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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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是一种在周围环境和人体皮肤表面常见的

革兰阴性菌#也是一种常见条件致病菌(

#

)

#该菌可引起医院获

得性肺炎'伤口感染'菌血症等#临床研究发现#随着临床用药

的增加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有逐渐升高的趋势#且这种耐药菌

在全球各地的瘟疫中出现(

%4!

)

#给人类对于该菌引起的感染的

治疗带来了极大困难#鲍曼不动杆菌已成为临床治疗的一个难

题#因此#寻找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的相关因素并采取有效

措施降低其耐药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

现#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与其细菌的生物被膜有着密切的关

系(

*4"

)

#因此#对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与生物被膜关系的研究成

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临床送检标本中分离得到的鲍曼不动杆菌#

对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生物膜形成情况及生物膜形成与

耐药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择的对象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临床送检标本中分离得到的鲍曼不动杆菌#主要来自

痰液'血液'下呼吸道分泌物'导管'胆汁等*科室主要包括呼

吸科'脑外科'重症科'急诊科'骨科'肿瘤科'神经内科'消化

科'心外科等*

?,@

!

生物膜的培养
!

将对数期生长的鲍曼不动杆菌接种到

+)

孔板中#在培养箱中培养
%*E

*采用结晶紫染色法测定生

物膜形成能力#将接种的
+)

孔板取出#用磷酸盐缓冲液$

NV\

%

洗净#加入结晶紫染色
#913

#洗去染液#晾干后用酶标仪在

"+$39

处测定其吸光度值#判断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

?,A

!

细菌耐药性研究
!

所用的抗菌药物为哌拉西林'庆大霉

素'头孢他啶'妥布霉素'环丙沙星'氧氟沙星'氨曲南'亚胺培

南'左氧氟沙星'头孢哌酮"舒巴坦及多黏菌素
V

$后
%

种药常

在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时做药敏试验%#上述药品均由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通过上述抗菌药物的药敏纸片试验判

断鲍曼不动杆菌对上述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主要分为耐药'敏

感和中介*

?,B

!

观察指标
!

本研究的观察指标主要包括鲍曼不动杆菌在

临床标本的分布情况'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情况分

布'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与其耐药性的关系等*

?,E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Oh@

表示#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

示#采用
%

% 检验*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鲍曼不动杆菌标本分布情况
!

痰液标本中分离鲍曼不动

杆菌
)%

株#占
.!,/#-

&气管和喉中分离鲍曼不动杆菌数量最

少#均占
#,#+-

*见表
#

*

@,@

!

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分布情况
!

强度为,

b

-生

物膜菌株
")

株#占
)),).-

#所占比例最高&强度为,

c

-生物

膜菌株
!

株#占
!,".-

#所占比例最低&

+),*!-

鲍曼不动杆菌

具有较强生物膜形成能力*见表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3=OL:DK<A

!

O:3F:;

?

%$#)

!

P7C,!.

!

Q7,%



表
#

!!

鲍曼不动杆菌标本分布情况

标本来源 株数$

%

% 构成比$

-

%

腹腔积液
* *,.)

血液
! !,".

分泌物
* *,.)

V1C< % %,!/

气管
# #,#+

喉管
# #,#+

痰液
)% .!,/#

导管
! !,".

其他
* *,.)

总计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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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分布情况#

%_/*

$

"+$39

处吸光度值 株数$

%

% 构成比$

-

% 生物膜强度

)

$,! ! !,". c

(

$,!

!

$," ") )),). b

(

$,"

!

#,$ ) .,#* %b

(

#,$

!

%,$ / +,"% %b

(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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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与其耐药性的相关性
!

具

有生物膜菌株的耐药性明显高于不具有生物膜菌株#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H

&

$,$"

%&不同强度生物膜菌株耐药性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

!!

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与其

!!

耐药性的相关性#

-

$

抗菌药物
c #b %b !b

哌拉西林
"",* )),. ))," )",+

庆大霉素
"!,* )*," )*,/ )*,"

头孢他啶
"#,! )!,. )!," )!,/

妥布霉素
)$,. .",) .),! .",/

环丙沙星
*.,/ )/,. )/,+ ).,/

氧氟沙星
).,/ /",) /.,) /),+

氨曲南
)",! .+,/ .+,* ./,+

亚胺培南
"",/ ..,) ..,+ .),/

左氧氟沙星
"),.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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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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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鲍曼不动杆菌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革兰阴性菌#

该细菌是一种常见不动杆菌#对营养要求不高#主要存在于生

活中的水和土壤里#也存在于健康人的呼吸道'泌尿道及胃肠

道中#该菌为条件致病菌(

)

)

#在健康者中其致病能力较低#但在

医院等医疗环境中其存活的周期很长#鲍曼不动杆菌通过吸附

在医疗器械上从而引起不同组织部位的感染(

.

)

*临床对于鲍

曼不动杆菌的治疗多采用广谱抗生素治疗#但是抗生素的长期

应用使得患者的免疫力变低#反而导致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率升

高#究其原因主要与鲍曼不动杆菌在长期接触抗生素的过程中

产生的多药耐药性有关#在世界暴发的流行菌株感染中鲍曼不

动杆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细菌的耐药性增加了临床对其

治疗的难度#加重了患者的负担#因此对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

相关因素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研究较多#其中研究

最多的是关于细菌的生物膜与其耐药性的关系*在本研究对

本院分离得到的鲍曼不动杆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的测定及生

物膜与耐药性的关系测定中发现#具有生物被膜的鲍曼不动杆

菌的耐药性显著高于不具有生物被膜的细菌的耐药性#且不同

强度的生物被膜的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大小无明显差异*在

鲍曼不动杆菌中生物膜是其一种特殊生长状态的体现#生物膜

在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机制的形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细菌

生物膜可以使得细菌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同时生物膜的存在

还会导致该细菌的反复感染#增加治疗的难度(

/

)

*目前对于生

物膜的耐药机制有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

#

%生物膜的存在对

抗菌药物的渗透有限制作用#使达到生物膜内的抗菌药物浓度

显著降低(

+

)

&$

%

%细菌生物膜内营养的缺乏使细菌生长与代谢

较游离态缓慢#对常见抗生素不敏感&$

!

%生物膜内细菌的群体

效应调节某些基因的表达而导致耐药&$

*

%外排泵的表达增强#

能主动将抗生素泵出细菌外(

#$4##

)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鲍曼

不动杆菌生物膜情况对其耐药性具有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本院分离得到的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及耐

药性研究#可以总结出生物被膜与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存在明

显相关性#通过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可以得到鲍曼不动杆菌对

不同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因此#临床可以根据致病菌的耐药

情况#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尽量减少耐药情况的发生*且具有

不同强度生物被膜的鲍曼不动杆菌其耐药性大小无明显差异#

具体机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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