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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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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院鲍曼不动杆菌"

<F

#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

收集
/%$%

年
$

!

$/

月该院
$&0

例感染
<F

住院

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
C=

H

:)B:K

回归方法分析感染
<F

的危险因素$结果
!

使用呼吸机%入住
-!e

%前期大量使用
'

代头孢

和泌尿道插管是
<F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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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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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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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把握入住
-!e

%前

期
'

代头孢大量使用%呼吸机及泌尿道插管的使用!及时进行医院感染的检测!对控制
<F

所引发的医院感染具有突出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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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

<F

%是革兰阴性非发酵菌#目前已经迅速

成为引发医院感染的重要的病原菌'

TA:

9

A@:;KQ

)

$

*最早在
$8$$

年进行
<F

致病的报道#在过去的
/%

年里#多重耐药的
<F

大

量出现#成为临床感染治疗的世界性问题)

/

*

'

<F

可以通过各

种途径进行传播#引发全身多个部位的感染#尤其会导致
-!e

的暴发流行#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了解
<F

的高危因

素#可以为临床控制和切断其引发的医院感染提供依据'为

此#本研究对本院
/%$%

年
$

!

$/

月感染
<F

的患者进行了详

细的流行病学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4B

!

一般资料
!

病历资料来自
/%$%

年
$

!

$/

月间本院送检

标本中分离到
<F

的非重复住院患者
$&0

例#平均住院时间为

'#4#L

'同时选择同期
$//

例非
<F

感染患者的病历资料作为

分析的对照'

B4C

!

调查方法
!

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根据医院感染患者

出院病历(医嘱单(检验报告单等#对患者的各项信息进行汇总

分析'

B4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先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可能的危险因素#再进行多因素
C=

H

:)*

B:K

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

UC

%及
85̂

可信区间$

85̂ 8N

%#均

以
(

6%4%5

为统计学检验水准'两两比较采用
"

/ 检验'

C

!

结
!!

果

C4B

!

<F

感染男(女百分比
!

<F

感染患者男性和女性患者例

数分别是
$%/

例和
&5

例#百分比分布见表
$

'

表
$

!!

<F

感染的男'女患者的百分比

组别
%

百分比$

^

%

男性患者
$%/ 53453

女性患者
&5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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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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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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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感染的危险因素的分析
!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F

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老年$

'

0%

岁%(入住
-!e

(中央静脉插

管(泌尿道插管(使用呼吸机(新生儿(前期第
'

代头孢的使用'

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入住
-!e

(使用呼吸机(前期第
'

代头孢

的使用和泌尿道插管是独立的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见表
/

(

'

'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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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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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F

感染单因素分析

组别
%

老年

$

'

0%

岁%

入住
-!e

中央静脉插管 泌尿道插管 肿瘤 使用呼吸机 新生儿 糖尿病
前期使用

第
'

代头孢

观察组
$&0 8& $0/ 8& $5/ '# $5/ $# &5 $&0

对照组
$// /5 $8 $$ /' /$ $8 $ #/ #5

"

/值
'$4'& $&/458 #%4&& $$04$0 %4/% $/&488 &45% %4&5 $%04$'

!

值
#

%4%5

#

%4%5

#

%4%5

#

%4%5

'

%4%5

#

%4%5

#

%4%5

'

%4%5

#

%4%5

表
'

!!

<F

感染的
C=

H

:)B:K

多因素回归分析

独立危险因素
UC

值
85̂ 8N

$

/值
!

值

使用呼吸机
'84/3/ #4#8#

!

0#4800 554&8 %4%%%

入住
-!e $84#5$ 348&'

!

#'4$/5 '345/# %4%%%

前期使用
'

代头孢菌素
345'3 /4'&0

!

&4#%8 /'4$%& %4%%%

泌尿道插管
'43'8 $458&

!

04/'& $%4&'/ %4%%$

D

!

讨
!!

论

<F

广泛分布于医院环境#对湿(热(紫外线及化学消毒剂

有较强的抵抗力#常规消毒剂只能抑制其生长#不能杀灭#在医

务工作人员手上常可分离到该菌#成为医院感染重要机会病原

菌'近年来#由于广谱抗菌剂的广泛应用#

<F

对超广谱抗菌剂

的敏感性几乎都在下降#而且还出现了对临床常用的六类抗菌

剂$包括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单环类(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

类(碳 青 酶 烯 类%同 时 耐 药 的 泛 耐 药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

,1+<

%

)

'*5

*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西班牙的一家医

院发生
'%

例泛耐药
<F

的感染或定植#包括对亚胺培南在内

的
,

*

内酰胺类(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药物耐药#仅对多黏菌

素敏感&与感染相关的危险因素为留置导管(气管切开与插管(

使用抗菌剂特别是亚胺培南(万古霉素(阿米卡星)

#*&

*

'

,1+<

的出现使临床医生面临无药可选的困难境地#更进一步导致高

病死率和高昂的医疗费用#给社会带来极沉重的负担'本研究

结果显示#

<F

感染与性别没有明确关系$

!

'

%4%5

%'

本研究中对临床感染
<F

的患者各种临床因素进行了调

查#通过与同期住院的感染患者进行比较#发现老年$

'

0%

岁%(新生儿(入住
-!e

(中央静脉插管(泌尿道插管(使用呼吸

机以及前期使用第
'

代头孢菌素是导致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

年龄大于
0%

岁的老年患者和新生儿抵抗力较低&而肿瘤和糖

尿病患者免疫力也低下&入住
-!e

(各种插管和呼吸机属于侵

入性操作#易导致感染的发生&

'

代头孢菌素属于广谱抗菌剂#

大剂量长时间的使用广谱抗菌剂#易诱导
<F

引发感染'

C=*

H

:)B:K

多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使用呼吸机(入住
-!e

(前

期大量使用第
'

代头孢和泌尿道插管是
<F

感染的独立危险

因素'抗菌剂的选择压力是耐药
<F

的出现和播散的重要因

素'在本研究中发现#

<F

感染组前期大量使用广谱的第
'

代

头孢#如头孢地嗪(头孢噻肟(头孢他啶等#并且使用的时间和

剂量明显大于对照组#早期大剂量长时间使用广谱抗菌剂是导

致
<F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使用呼吸机是
<F

感染的另一个

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中#

<F

感染组患者接受机械通气的比

例明显比对照组的高'国外有报道
<F

感染与长时间机械通

气有关)

8

*

'国内罗百灵等)

$%

*发现#

,1+<

感染与机械通气存

在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使用呼吸机(入住
-!e

(前期大量使用第
'

代头

孢和泌尿道插管是
<F

感染的高危因素'对于病情严重的感

染患者#应特别是
-!e

需要机械通气的患者#应严密监控#严

格执行消毒制度#并且合理地使用抗菌剂#尽量减少
<F

感染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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