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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监测"

黄长波!林
!

燕

"襄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湖北襄阳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监测$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
'$

例$采集患者痰液标本分离培养细菌!其中革兰阳性菌药敏试验采用
()%#"

法!革兰阴性菌药敏试验采用
(*

法!以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结果
!

'$

例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共分离出病原

菌
'"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

株"

&',&"-

#!革兰阳性菌
%"

株"

%.,/+-

#!真菌
%

株"

%,+%-

#%革兰阴性菌中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

共
".

株!其他依次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
"'

株&大肠埃希菌
.

株&其他
$

株%革兰阳性菌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共
"#

株!其他依次

分别为表皮葡萄球菌
+

株&肠球菌
$

株%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头孢他啶&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较高%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耐药

率为
.!,'!-

!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
&+,!%-

%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耐药率为
"##,##-

!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
++,%!-

%主

要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
(

&万古霉素耐药率较高!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

耐药率为
.#,##-

!对万古霉素耐药率为

"##,##-

%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

耐药率为
+',/#-

!对万古霉素耐药率为
'/,##-

$结论
!

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

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中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头孢他啶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较高!主要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
(

&万古霉素耐药率较高$

关键词"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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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主要是因体内胰岛素相对或者绝对缺乏造成的代

谢综合征#其可引起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代谢紊乱(

"4%

)

*

糖尿病患者对细菌敏感#对感染性疾病易感#在高血糖状态下#

中性粒细胞和白细胞杀菌作用弱#补体激活功能和细胞免疫功

能紊乱#从而致使糖尿病细菌感染的发病率上升(

$4!

)

*口腔颌

面部间隙感染是常见的一种口腔颌面外科疾病#大多数患者因

早期延误诊治'切开引流不畅或者滥用抗菌药物等#发展成为

严重多间隙感染(

/4&

)

*本研究旨在探讨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

多间隙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监测*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

治的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
'$

例*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Q/,!'

%岁#其

中牙源性感染
$/

例'腺源性感染
+

例*

B,C

!

方法
!

采集患者痰液标本#放置于无菌培养瓶中#立即送

检#再将采集的样本接种于巧克力平板中#将其放置于
/-

RP

%

'

$'S

培养箱中培养
!+=

#分离培养细菌#以法国生物梅

里埃公司
TU6ML

生物鉴定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其中革兰阳性

菌药敏试验采用
()%#"

法#革兰阴性菌药敏试验采用
(*

法#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U3:IV<@W9>

!

K9B9G@9?%#"'

!

T7F,$+

!

)7,%!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黄长波#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口腔外科方向研究*



以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

B,D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统计学软件
N*NN%%,#

进行相关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

-

%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

% 检验#

三者及以上比较采用
W<334X=1:39

J

秩和检验*以
B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

'$

例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

间隙感染共分离出病原菌
'"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

株'占

&',&"-

#革兰阳性菌
%"

株'占
%.,/+-

#真菌
%

株'占
%,+%-

*

革兰阴性菌中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共
".

株#依次分别为铜绿

假单胞菌
"'

株'大肠埃希菌
.

株'其他
$

株&革兰阳性菌中以

金黄色葡萄球菌'共
"#

株#依次分别为表皮葡萄球菌
+

株'肠

球菌
$

株*

C,C

!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性
!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

头孢他啶'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较高*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

他啶耐药率为
.!,'!-

'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
&+,!%-

#铜绿

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耐药率为
"##,##-

'对左氧氟沙星耐药

率为
++,%!-

*见表
"

*

表
"

!!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性#

)

$

-

%&

抗菌药物 肺炎克雷伯菌$

)Y".

% 铜绿假单胞菌$

)Y"'

%

左氧氟沙星
"$

$

&+,!%

%

"/

$

++,%!

%

环丙沙星
!

$

%",#/

%

/

$

%.,!"

%

头孢曲松
'

$

$&,+!

%

!

$

%$,/$

%

头孢他啶
"+

$

.!,'!

%

"'

$

"##,##

%

哌拉西林
"#

$

/%,&$

%

+

$

!',#&

%

美罗培南
$

$

"/,'.

%

"

$

/,++

%

亚胺培南
%

$

"#,/$

%

$

$

"',&/

%

C,D

!

主要革兰阳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性
!

主要革兰阳性菌对

青霉素
(

'万古霉素耐药率较高#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

素
(

耐药率为
.#,##-

'对万古霉素耐药率为
"##,##-

#表皮

葡萄球菌对青霉素
(

耐药率为
+',/#-

'对万古霉素耐药率为

'/,##-

*见表
%

*

表
%

!!

主要革兰阳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性#

)

$

-

%&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Y"#

% 表皮葡萄球菌$

)Y+

%

红霉素
/

$

/#,##

%

!

$

/#,##

%

青霉素
( .

$

.#,##

%

'

$

+',/#

%

万古霉素
"#

$

"##,##

%

&

$

'/,##

%

克林霉素
!

$

!#,##

%

%

$

%/,##

%

环丙沙星
"

$

"#,##

%

%

$

%/,##

%

D

!

讨
!!

论

!!

颌面部筋膜间存在着颌面部间隙#一般其感染不局限于单

个间隙#而是主要扩散邻近组织和间隙#甚者会导致多间隙感

染#甚至可能合并多种并发症#如败血症'海绵窦血栓性静脉炎

等#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4+

)

*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主要

是颌面部的一种常见感染类型#其严重程度与感染部位'微生

物的毒力及宿主的抵抗力相关(

.

)

*现代医学认为口腔颌面部

多间隙感染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口腔与外界相接触#容易使得

各种混合菌群定植&其龈沟'扁桃体及黏膜的湿度'温度适宜#

含丰富的营养物质#从而有利于细菌滋生和繁殖&加之智齿冠

周炎'牙周病及龋病等频发(

"#4""

)

*而当出现机体抵抗力降低

而病原菌毒力增强时#相应部位的感染累及颌面部'颌骨及牙

周蜂窝组织#从而发展为口腔颌面部间隙感染(

"%4"$

)

*牙周病

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且糖尿病女性患者更易并发口腔颌

面部多间隙感染#呈恶性循环*糖尿病是造成宿主免疫力下降

的一种因素#高血糖使白细胞趋化'吞噬以及迁移作用等受损#

并且在高血糖情况下有利于细菌生长繁殖(

"!

)

*临床研究表

明#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最常见细菌主要为革兰

阴性菌(

"/

)

*本研究表明#

'$

例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

感染共分离出病原菌
'"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

株'占

&',&"-

&革兰阴性菌中以肺炎克雷伯菌为主'共
".

株#依次分

别为铜绿假单胞菌
"'

株'大肠埃希菌
.

株'其他
$

株&革兰阳

性菌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共
"#

株#依次分别为表皮葡萄球菌

+

株'肠球菌
$

株&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头孢他啶'左氧氟沙星耐

药率较高#主要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
(

'万古霉素耐药率较高*

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口腔颌面部多间隙感染以革兰阴性

菌为主#其中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头孢他啶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

较高#主要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
(

'万古霉素耐药率较高*因

此#在注意控制感染同时#还需及时进行降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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