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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分离菌的菌种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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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潘
"

泓"余桂香

!黄山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安徽黄山
.-1###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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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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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黄山市人民医院血培养分离菌的菌种分布及耐药性变化情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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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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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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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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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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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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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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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分离自临床血液标本的病原菌的菌种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回顾

性分析$结果
"

.#$-M.#$'

年血培养共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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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细菌"前
1

位的血源性细菌依次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CHa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球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占
'1%"3

"革兰阴性杆菌占

".%.3

"真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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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年革兰阳性菌所占比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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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

O.%11!

"

)O#%.!'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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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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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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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及利奈唑烷耐药的葡萄

球菌和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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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血培养分离菌菌种分布变化明显'肺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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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感染是临床上较为严重的全身感染性疾病

之一(血培养分离菌的耐药谱是指导临床医生有针

对性地治疗血流感染的重要依据(抗菌药物应用的

不断变化)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新的医疗技术不断开

展均可能改变血流感染的流行病学及病原学结果%因

此了解本地区细菌的耐药监测结果%总结血流感染的

流行病学资料%有助于初始治疗选用合适的抗菌药

物%改善患者预后(本研究总结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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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黄山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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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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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
"

大肠埃

希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

#

!

'%/3

#)头孢替坦"

#

!

.%/3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3

!

"%"3

#)碳青霉

烯类"

#

!

$%/3

#)阿米卡星"

#

!

$%/3

#的耐药率均处

于较低水平%对环丙沙星"

-'%!3

)

""%"3

)

.'%-3

#和

左氧氟沙星"

-#%#3

)

.&%/3

)

.1%#3

#的耐药率虽有

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肺炎克雷伯

菌对各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其中

对亚胺培南)厄他培南的耐药率均从
.#$-

年的
-%/3

升至
.#$'

年的
".%"3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表
-

""

血培养分离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

3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

年

"

#O"#

#

.#$1

年

"

#O1!

#

.#$'

年

"

#O!.

#

!

.

)

肺炎克雷伯菌

.#$-

年

"

#O.$

#

.#$1

年

"

#O.$

#

.#$'

年

"

#O"$

#

!

.

)

头孢哌酮/舒巴坦
-%" #%# '%/ M $%## '%! $-%" "!%1 1%!! #%#'

氨苄西林/舒巴坦
-"%" -.%$ -!%. #%"' #%/" ."%/ ."%/ '$%" $#%1#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 #%-- #%/# -%/ $-%" ".%" '%1' #%#-

头孢他啶
$"%" .-%' $&%- $%1/ #%-1 &%1 &%1 -1%. $.%.# #%##

头孢曲松
-'%! 1.%' 1.%/ #%"' #%/- $-%" ."%/ '$%" $-%$# #%##

头孢吡肟
$#%# $!%1 $.%1 $%$- #%1! -%/ &%1 "/%! $$%## #%##

头孢替坦
#%# $%/ .%/ M M -%/ &%1 ".%" !%/1 #%#.

氨曲南
.#%# "'%/ .1%# "%-' #%$/ &%1 $-%" 1-%/ $1%!# #%##

厄他培南
#%# $%/ $%- M $%## -%/ &%1 ".%" !%/1 #%#.

亚胺培南
#%# $%/ $%- M $%## -%/ &%1 ".%" !%/1 #%#.

阿米卡星
#%# $%/ #%# M M -%/ &%1 .&%# '%-# #%#-

庆大霉素
-#%# ""%" ""%" #%-/ #%!& $-%" &%1 "/%! !%"$ #%#"

妥布霉素
$"%" $.%" '%& $%-- #%-& -%/ &%1 .&%# '%-# #%#-

环丙沙星
-'%! ""%" .'%- "%&! #%$- &%1 ."%/ "1%1 -%11 #%$#

左旋氧氟沙星
-#%# .&%/ .1%# -%!# #%$# -%/ $&%# ".%" 1%/- #%#1

复方新诺明
-'%! 1-%- -!%. #%!& #%'! $&%# ."%/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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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M

表示无数据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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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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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地区和医院%不同的年代构成血流感染的

病原谱及耐药性均有不同(

.#$-M.#$'

年本院血培

养分离菌的菌种构成一直在不断变化%主要特点为,

革兰阳性球菌仍是主要分离菌%总分离率为
'1%"3

%

但已由
.#$-

年的
!"%$3

显著减低至
.#$'

年的

1/%&3

%革兰阴性杆菌分离率由
.#$-

年
.1%/3

升至

".%.3

%与中国
CYDHB̂

监测数据相近&

$,.

'

%但与卫

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8L+7[)+

#监测数据&

"

'相

比有一定差异(

本组数据中
CHa

是革兰阳性菌中的主要分离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球菌次之(

CHa

是血培养最

常见的污染菌%也是血流感染的重要病原菌%目前没

有判断血培养污染的1金标准2%建议临床可根据患者

是否具有血流感染的典型症状)血培养报警时间
%

-/L

)培养结果
'

.

次"份#且分离菌及药敏谱相同)与

其他部位标本"胸腹水)脓液等#培养结果相同)是否

具有血管内人工装置等综合判断(中国
CYDHB̂

网

监测数据显示%

.##-M.#$1

年
$#

年间
@0a2

检出率

从
'&%#3

下降至
-.%13

&

-

'

$在血液)脑脊液等无菌体

液中的检出率由
$&&&M.##.

年的
!$%&3

逐渐降至

.#$$M.#$-

年的
-"%!3

&

1

'

(本组数据中
.#$-M.#$'

年本院 血培 养 分 离 菌 中
@0a2

的 分 离 率 别 为

$/%/3

%

$#%13

和
$!%'3

%变化并不明显"

!

.

O#%11$

%

)O#%!1&

#%明显低于上述文献报道水平(金黄色葡

萄球菌对红霉素"

'.%13

)

1.%'3

)

-!%$3

#和克林霉

素"

'.%13

)

1!%&3

)

-!%$3

#的耐药率虽有所下降%但

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

&

#%#1

#%且仍高居
1#3

左

右%临床需根据药敏结果选用(

@0CHa

的检出率一

直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
'$%&3

)

!$%/3

)

!"%"3

%同

时
CHa

对左旋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克林霉素的耐

药率均呈升高趋势"

)

%

#%#1

#(有研究表明%

CHa

在

重症患者单一病原体血流感染的死亡病例中%位居第

一%应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

'

(肠球菌属是引起血流感

染重要的病原菌之一%本院血培养分离菌中粪肠球菌

的分离率略高于屎肠球菌(粪肠球菌一直保持对青

霉素)氨苄西林的高度敏感性%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

药率低于屎肠球菌%与文献报道一致&

!

'

(暂未检出万

古霉素)利奈唑烷耐药葡萄球菌和肠球菌(

本组数据显示%不同年度血培养分离菌中革兰阴

性杆菌构成谱基本相似%其中以大肠埃希菌为主%肺

炎克雷伯菌次之(

.#$-M.#$'

年
"

年间大肠埃希菌

对各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变化并不明显%除对碳青霉

烯类保持高度的敏感"亚胺培南)厄他培南耐药率均

为
#

!

$%/3

#之外%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替坦)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的耐药率均较低%在

#

!

'%/3

之间$与此相比%肺炎克雷伯菌对各类抗菌

药物的耐药率升高趋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对碳青霉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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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升高较快%从
.#$-

年的
-%/3

升

至
.#$'

年的
".%"3

%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耐药

的原因较为复杂%产
JZC

型碳青霉烯酶是血培养分

离株耐药的重要原因&

/

'

%且多为院内获得性感染%该

类细菌常常呈泛耐药%患者血流感染死亡风险较

高&

&

'

%临床治疗非常棘手%应引起临床医生及感控部

门高度重视(自
.#$#

年
CFaD

更新了第
"

代头孢菌

素对肠杆菌科细菌的判断折点以来%按照建议无须常

规检测
BaPF*

%因此本组数据中未对大肠埃希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的
BaPF*

的检出率进行统计分析(

本院血培养分离菌中真菌以念珠菌为主%所占比

例为
.%-3

%低于国内文献报道&

$#

'

(研究显示%机械

通气)高龄)使用糖皮质激素是真菌血流患者死亡的

独立危险因素&

$$

'

%因此临床医生在使用相关治疗手段

时%应警惕真菌血流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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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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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调查不孕症患者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病率"研究不孕症与甲状腺激素的关系$方法
"

回顾

性分析
.#$-

年
$

月到
.#$'

年
$.

月来该院就诊的
.&!-

例不孕症患者!研究组#的临床资料"以该院同期健康

体检的孕龄期妇女
$"1'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人群血清中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

#(游离甲状腺素!

]̂ -

#

和促甲状腺素!

âY

#的水平"并分析不孕症患者中甲状腺异常的患病率$结果
"

不孕组
âY

水平高于对照组

!

)

%

#%#1

#"而两组
]̂ "

和
]̂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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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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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孕症患者甲状腺功能减

退!甲减#(亚临床甲减(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亚临床甲亢和低甲状腺素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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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3

(

#%.!3

$结论
"

甲状腺功能异常可能是导致不孕的原因之一"甲状腺功能的筛查有助

于不孕症患者的病因诊断$

关键词"甲状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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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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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我国育龄妇女的不孕率高达
$#3

以上&

$

'

(世界卫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6EF7;@5:

!

E=+5.#$/

!

G89%"&

!

H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