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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纸片扩散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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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多重

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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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并用脉冲场凝胶电泳进行分子分型和同源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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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常见

的条件致病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及健康人的皮肤'肠道和呼

吸道#常感染免疫力低下患者#由它引起的院内感染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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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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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率日益增加#使得
H)

感染

的治疗越来越困难(为提高医院感染监测的水平#及时发现医

院感染情况#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不断改进医疗工作中的不足#

控制和降低医院感染#本研究采用纸片扩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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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并用脉冲

场凝胶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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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子

分型和同源性分析#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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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流行病学情况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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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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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替卡西林'庆大

霉素'妥布霉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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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两种有关测定菌株相

关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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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的判断标准!判断标准一#

HIJK

图谱无条

带差异#说明为相同菌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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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带的差异说明菌株间紧密

相关#可以视为同一基因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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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带的差异说明菌株间可能

相关%菌株间有
'

条或更多条带差异#菌株被视为不同的基因

型#无相关性(判断标准二#

Q/>7

相关系数大于或等于
&%O

$相当于有少于或等于
-

条条带不同&可认为是相关的基因型#

即提示它们为同源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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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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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可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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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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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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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I

型
"

株#

J

型至
*

型分别各有
!

株%经过

对
)

型至
I

型各型中的菌株来源进行查证#发现各型中的菌

株来源于不同医院的不同时期#并未构成暴发流行(见图
!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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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PQRH)

的
HIJK

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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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随着广谱抗菌药物等药物的广泛使用#各种侵入性诊疗措

施的不断增多#由多重耐药菌株引起的医院感染暴发流行时有

发生#有学者估计可能为
$O

!

!%O

)

(

*

(医院感染的日益增

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医院感染造成住院时间

延长'病死率上升'医疗费用增多#给患者'医院和社会都带来

严重的损失(上世纪
,%

年代初#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医

院感染计划中进行了
+-

次医院感染流行病学调查#其中
(!

次

由细菌引起(鉴于细菌感染是医院感染暴发中最为重要的致

病因素#因此许多国家将控制细菌感染作为预防医院感染控制

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医院感染病原学检验诊断中#牵涉到菌种鉴定和分型(

传统的细菌分型方法所依赖的表型表达常不稳定#敏感度不

高#只能提供感染依据而无法明确是否为暴发流行(现代分子

分型技术针对细菌全基因组和编码毒素基因#基于相同菌株具

有相同的
QY)

指纹图谱#而不同菌株则具有不同的
QY)

指

纹图谱的原理#具有良好的分辨力和稳定的重复性#因而愈来

愈多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上发挥重要的作

用(分子分型的方法是分辨各感染病例是否为同一菌株所致#

追溯感染源#证实暴发流行的可靠方法#以便从根源上控制医

院感染(

随着分子分型技术的快速发展#所衍生出的各种分子生物

学实验方法就其重复性和分辨力而言#各有优'缺点#而不同学

者对于他们的应用评价也不尽相同(目前#较常用的分子分型

方法有随机扩增多态性
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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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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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H

&和
HIJK

)

+

*

(

R)HQ

分型法操作简便'快速#得到的分型结果与
HIJK

分析

得到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而可以作为细菌分子分型的初

筛方法(该分型方法主要缺陷是重复性受多种因素影响#不适

宜建立大的分型模式数据库)

"

*

(由于目前尚未对
R)HQ

进行

标准化和统一化#因而难以对不同实验室间的结果以及流行菌

株进行比较(

)IZH

以
HTR

为基础#不需要特殊的实验仪器#

具有耗时短'简便和经济的优点#一般实验室条件即可完成#便

于流行病学研究并及时诊断#采取措施进行感染控制(

)IZH

在菌株分型中有较好的重复性#其分辨能力优于
HTR2

核糖体

技术#但不如
HIJK

(

HIJK

应用于分离纯化大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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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D

之间的
QY)

片段(

HIJK

需要特殊而昂贵的设备#技术条

件很高#操作繁琐'费时#每一次电泳至少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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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HIJK

因其具有良好的分辨率'特异性'稳定性和易于观察结果#被誉

为细菌分子分型技术的,金标准-#现已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

细菌流行病学调查的参考方法)

$2,

*

(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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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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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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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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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

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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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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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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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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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通

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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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型菌株的来源分析发现#尽管他们分别来自不同

分院的不同时期#并未构成大的暴发流行#但仍存在优势克隆

株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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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型菌株主要来源于呼吸科和重症监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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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这可能与呼吸科'

VT̂

病房感

染性疾病患者相对集中'侵入性治疗和患者机体免疫力较差等

方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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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通过对这些病房的同期环境和物品的抽样

检查#发现病房环境和物品表面中也存在
PQRH)

(虽然本实

验未能追踪到流行优势克隆株的最原始传染菌株#但因
H)

在

医院内环境中广泛分布#可见于医院各个角落(通过医护人员

的手'病床'病房空气或其他患者#各种医疗$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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