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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本地区临床感染葡萄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药物和克林霉素不同耐药表型及诱导型克林霉素耐药的发生率&

方法
!

采用
h$.

琼脂扩散法检测葡萄球菌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的耐药性!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检测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

0$

试

验检测克林霉素诱导型耐药表型&结果
!

所有
)+2

株葡萄球菌中!

%(&

株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均耐药!即为结构型耐药!占葡萄

球菌的
44'%(3

$

%+,

株对红霉素耐药#克林霉素敏感#但
0$

试验阳性!即为诱导型耐药!占葡萄球菌
&*',&3

$

4,

株对红霉素耐药#

克林霉素敏感#但
0$

试验阴性!即
/9

型&诱导型克林霉素耐药表型在
/#9-

#

/99-

#

/#"P9

#

/9"P9

中分别占
&4'4%3

#

%+'4(3

#

4%'2(3

#

&)'&(3

&结论
!

对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分离株对克林霉素敏感的

菌株出现诱导型耐药!对于这些菌株应加做
0$

试验!以免盲目将药敏结果报告给临床!造成临床治疗失败&

关键词"葡萄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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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的耐药性是医院感染和临床治疗面临的辣手问

题&

%

'

!其对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明显上升!并不断出现诱

导型耐药菌株&

&

'

(笔者对本院临床分离耐红霉素葡萄球菌菌

株进行
0$

试验检测!以了解大环内酯类药物诱导型耐药检出

情况(结果报道如下(

C

!

材料与方法

C'C

!

材料

C'C'C

!

菌株来源
!

)+2

株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

床分离葡萄球菌(

C'C'D

!

主要试剂
!

血平板)巧克力平板)麦康凯平板购于兰州

荣昌生化试剂厂(

C'C'E

!

药敏纸片
!

头孢西丁"

V_<)+

#

L

$)红霉素"

%1

#

L

$)克

林霉素"

&

#

L

$纸片购于杭州天和微生物有限公司(

C'D

!

方法

C'D'C

!

细菌菌种鉴定
!

按文献&

)

'介绍的方法对所分离菌株

进行鉴定(

C'D'D

!

药敏试验
!

按文献&

4

'介绍的
h$.

法和文献&

1

'介绍

的
0$

试验方法进行药敏试验!质控菌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

-8""&1,&)

$购自甘肃省临床检验中心(

D

!

结
!!

果

)+2

株葡萄球菌中共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

株!凝固酶

阴性葡萄球菌"

"P9

$

&+%

株(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

,4

株

耐红霉素!其中对克林霉素耐药
1&

株)敏感
4&

株!克林霉素诱

导耐药
)+

株(

&+%

株
"P9

中耐红霉素
"P9%**

株!其中对克

林霉素耐药
%%(

株)敏感
(,

株!克林霉素诱导型耐药
4*

株(

)+2

株葡萄球菌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表型检测结果见

表
%

(

%+,

株红霉素耐药)克林霉素敏感葡萄球菌
0$

试验检测

结果见表
&

(

表
%

!

)+2

株葡萄球菌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

!!!!!

表型检测结果#

#

%

葡萄球菌

类型
株数

5H$#

/f$#

5H$#

/f$9

5H$9

/f$9

5H$9

/f$#

/#9- *( 4+ &2 1 )

/99- )% %& %4 4 %

/#"P9 %&( (, 4+ %% (

/9"P9 *1 4% &* 1 &

合计
)+2 %(& %+, &1 %&

!!

注%-

/#9-

.)-

/99-

.分别为甲氧西林耐药)敏感金黄色葡萄球

菌!-

/#"P9

.)-

/9"P9

.分别为甲氧西林耐药)敏感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

5H$#

.)-

5H$9

.分别为红霉素耐药)敏感!-

/f$#

.)-

/f$9

.分别

为克林霉素耐药)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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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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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株红霉素耐药&克林霉素敏感葡萄球菌

!!!!!

0$

试验检测结果

葡萄球菌类型
0$

试验"

#

$

阳性 阴性

合计

"

@

$

诱导型克林霉素

耐药发生率"

3

$

/#9- &% * &2 *1'++

/99- , 1 %4 (4'&,

/#"P9 )% , 4+ **'1+

/9"P9 %( %% &* 1,'&(

合计
** )& %+, *+'(4

E

!

讨
!!

论

葡萄球菌属细菌是导致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而
"P9

分离率和耐药性也逐年增高&

(

'

(临床治疗甲氧西林耐药葡萄

球菌"

/#9

$所致感染的首选药物为糖肽类!克林霉素)大环内

酯类也常用于治疗葡萄球菌感染&

*

'

(细菌
1+9

核糖体的
&)9

H#P-

可因被
BH6

基因所编码的腺嘌呤
$P$

甲基化转移酶催化

而发生甲基化!核糖体靶位发生改变&

2

'

!使其与大环内酯类)林

可酰胺类和链阳菌素
.

类抗菌剂结合能力下降!导致交叉耐

药&

,

'

(

BH6

基 因 介 导 的 大 环 内 酯
$

林 可 酰 胺
$

链 阳 菌 素
.

"

/Z9.

$耐药表型包括诱导型"

>/Z.

$和结构型"

K/Z.

$耐

药&

,

'

(

K/Z.

又称内在型!无论作为诱导剂的红霉素是否存

在!核糖体甲基化酶都持续而稳定表达!细菌耐药表型为

/Z9.

耐药&

*

'

!即红霉素和克林霉素均耐药(

>/Z.

耐药的表

型为细菌对红霉素耐药!对林可酰胺类)链阳菌素
.

类抗菌剂

敏感!红霉素是诱导剂!一旦诱导存在!细菌对林可酰胺类)链

阳菌素
.

类抗菌剂产生交叉耐药!只能通过
0$

试验才能检出(

细菌耐药性在不同菌种和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

%+

'

!本研

究检 出 葡 萄 球 菌 对 克 林 霉 素 诱 导 型 耐 药 阳 性 率 较 高

"

*+'(43

$!如果不以
0$

试验检测!将误导临床用药!给治疗带

来困扰(因此!对于临床标本分离的对红霉素耐药而对克林霉

素敏感的葡萄球菌作药敏试验时!必须同时以
0$

试验检测克

林霉素诱导型耐药株!以确定是否存在克林霉素诱导型耐药!

为临床医生选择药物和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根据美国临

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的规定!若
0$

试验为阳性结果!克林霉

素必须报告为耐药!临床治疗不能使用该药物!否则治疗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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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有影响!

:!;

感染率为
%)'23

!

8"8

异常率
%4'+3

(

:!;$0P-

阳性"弱阳性$的
*4

例标本中
8"8

异常
%*

例!异

常率为
&)'+3

!而
:!;$0P-

阴性标本
4()

例中
8"8

异常
12

例!异常率为
%&'13

(说明
:!;

感染者中
8"8

异常者较多!

感染者需定期检查以防宫颈病变(此次
8"8

诊断结果中虽未

发现宫颈癌标本!但
:9YZ

有
4

例!且
%++3

为
:!;$0P-

阳

性"弱阳性$!

-9"$:4

例!其中
)

例为
:!;$0P-

阳性"弱阳

性$!提示随着细胞学诊断级别的升高!

:!;

感染率不断上升!

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

'

(

(*

例
-9"$b9

中只有
%+

例为
:!;$0P-

阳性"弱阳性$!

这是可能因为所采用的
:!;$0P-

试剂只有
2

型导致其他型

别
:!;

未能检出&

2

'

(

-9"$b9

细胞改变有可能与炎性刺激)

宫内节育器"

Yb0

$或制片方法有关!也可能与癌有关!但细胞

异常程度达不到
9""

诊断标准&

,

'

(

-9"$b9

细胞的变化既可

以表现为良性改变!也可以表现为潜在的恶性病变!也可能有

癌存在!这类细胞本身是不正常的!但还没有达到癌的程度!细

胞的病理表现不足以作更特异的诊断(

-9"$b9

是一种存在

病变危险的提示!而不是对不正常细胞的明确诊断!

-9"$b9

往往早于组织学变化而已经出现异型发展!是未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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