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染后
-

周&#特别是对早期梅毒的辅助诊断能力差#因此不适

合用于早期梅毒的辅助诊断(对梅毒潜伏期患者#由于血清中

反应素很少#达不到
RHR

的检测限#极易漏检出现假阴性结

果(另外一些疾病#如风疹'水痘'肝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红

斑狼疮'自身免疫性疾病'吸毒'妊娠'标本溶血#以及振荡速

度'振荡时间等都可以引起假阳性发生(

3HH)

灵敏度和特异

性均较高#特异性抗体在梅毒的潜伏期即产生$约感染后
"

周&#对梅毒的早期辅助诊断较好(

3HH)

主要缺点为该法检

测的是梅毒
V

@

P

和
V

@

J

的混合抗体#梅毒
V

@

J

抗体治愈后相

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较高的阳性率#甚至终生阳性)

-

*

#因此#

3HH)

阳性只说明正在感染或曾经感染过#不能判断梅毒疾病

活动与否#所以不能作为疗效监测手段(故对梅毒的诊断必须

结合临床表现#否则可能导致临床误诊(因此#对于初筛阳性

的标本#建议做确认试验#排除假阳性(抗心磷脂抗体是当组

织被破坏释放心磷脂后才产生#可在梅毒治愈后消失#用
RHR

能判断是新近感染还是既往感染#对阳性患者再做
RHR

试验#

以观察判断疗效'复发及再感染(

研究结果显示#

SVU

'

3H

阳性者出境人员以出国劳务人员

为主%入境人员以教师和留学生为主(这部人员感染
SVU

主

要原因是离家远'时间长'缺乏正常的夫妻性行为'对性知识缺

乏#以及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另外入境人员中有教师和留

学生#可能与
SVU

的窗口期有关#建议对入境人员跟踪检测

-

!

,

个月(李志平)

'

*和李献华)

&

*报道青岛和舟山归国劳务人

员感染
SVU

说明跟踪检测的重要性(这两类人员虽然所占比

例较少#但危害较大(因此#必须加强对出国劳务人员的宣传

教育#实施必要的行为干预#降低
SVU

'

3H

的传播(同时对入

境人员检测实行随访制度#抗体呈阳性者#与出入境管理部门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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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非发酵菌的体外抗菌活性观察

李绍红!李泽民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评价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HVH

)

3lH

$对非发酵菌的体外抗菌活性%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从住院患者各种临床标本中分离的非发酵菌!经革兰染色&氧化酶试验等初筛!然后采用
UV3KF2("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菌

种的鉴定及药敏试验!对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非发酵菌中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对
HVH

)

3lH

的敏感率分别为
'(#!O

&

'%#%O

&

&%#&O

%结论
!

HVH

)

3lH

于多种非发酵菌具有良好的体外抗菌活性!是经验性治疗非发酵菌

感染的适宜选用药物之一%

关键词"抗菌药#

!

非发酵菌#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抗菌活性

!"#

!

!%#(,-,

"

.

#/001#!-'(2+!(%#"%!!#"!#%-%

文献标识码"

G

文章编号"

!-'(2+!(%

"

"%!!

$

"!2"$+'2%"

!!

近年来#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已成为医院感染尤其是下呼

吸道感染最主要的病原体(与普通肠杆菌科细菌相比#非发酵

菌的耐药性强'耐药谱广#且呈多重耐药$

PQR

&或泛耐药

$

HQR

&

)

!2"

*

(针对耐药性强的非发酵菌#国外权威抗菌治疗指

南0热病手册1#明确提出选用酶抑制剂复合制剂作为其治疗选

择之一)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HVH

"

3lH

&复合剂是由青霉素

类药物哌拉西林和酶抑制剂他唑巴坦组成的酶抑制剂复合物#

哌拉西林对多数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具有很好的抗菌活

性#特别是对多重耐药的非发酵菌具有非常好的抗菌活性#但

由于许多细菌产生了
-

2

内酰胺酶#导致了哌拉西林的抗菌活性

降低(他唑巴坦为不可逆的
-

2

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半合成品#具

有广谱抑酶性#对多数革兰阴性菌产生的
-

2

内酰胺酶有很强的

不可逆的抑制作用(为了解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对
HVH

"

3lH

的耐药性#回顾性分析了从本院临床各种标本分离的非发酵革

兰阴性杆菌对
HVH

"

3lH

的耐药情况#现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材料

A#A#A

!

菌株来源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

院患者各种临床标本分离的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标准菌株!

铜绿假单胞菌
)3TT"'&$(

#为本室保存(

A#A#B

!

仪器与试剂
!

UV3KF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仪及

配套
JYV̀

卡和
JYL

卡#均由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提供(

A#B

!

方法

A#B#A

!

菌株分离与鉴定
!

标本采集'分离培养严格按照第
(

版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进行#获得纯培养后#经革兰染色'

氧化酶试验等初筛#再用
JYV̀

卡在
UV3KF2("

全自动微生物

鉴定药敏仪上进行菌株鉴定#严格按仪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A#B#B

!

药物敏感试验
!

药敏试验采用
UV3KF2("

全自动微生

物鉴定药敏仪#包括!

HVH

"

3lH

'头孢哌酮"舒巴坦$

LHl

"

LG

&'

头孢他啶$

3)l

&'亚胺培南$

VPH

&'头孢吡肟$

IKH

&'氨曲南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19]Z:DP76

!

Q7>7<D78"%!!

!

U4=#("

!

Y4#"!



$

)Pl

&共
-

种
-

2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结果判断按照美国临床

标准化协会$

TZLV

&

P!%%2L!&

标准进行判断(嗜麦芽寡养单

胞菌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参照铜绿假单胞菌的标准进行判读(

A#B#C

!

质控
!

定期用质控菌株铜绿假单胞菌
)3TT"'&$(

对

仪器进行质控#以确保菌株鉴定和药敏的准确性(

A#C

!

数据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aYXYK3$#!

软件分析(

B

!

结
!!

果

B#A

!

临床常见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分布
!

本院临床各类标本

中共分离
&!+

株非发酵菌#以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

主#各种非发酵菌构成见表
!

(

B#B

!

药敏试验结果
!

临床常用的
-

种
-

2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对

排前
$

位非发酵菌药敏试验结果#见表
"

(

表
!

!!

临床各种非发酵革兰阴性菌中构成比

病原菌
$

构成比$

O

&

铜绿假单胞菌
+(& $(#&

鲍曼不动杆菌
"&( (+#&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 -#+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菌
(- +#+

粪产碱杆菌
$ %#-

合计
&!+ !%%#%

表
"

!!

临床常见非发酵菌对
HVH

)

3lH

及

!!

其他抗菌药物的敏感率$

O

%

病原菌
HVH

"

3lH

LHl

"

LG

3)l VPH IKH )Pl

铜绿假单胞菌
'(#! &&#- --#" ,(#" -'#& ('#+

鲍曼不动杆菌
'%#% ,%#! -"#$ &%#" $(#% -#'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 &&#$ "-#, %#% "-#, !!#$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 &(#( +'#" &-#! $"#' ((#(

C

!

讨
!!

论

近年来#随着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药

物耐药性增加#临床治疗非发酵菌感染的药物也受到限制(国

外文献和治疗指南提出选用酶抑制剂复合制剂作为非发酵菌

的治疗选择之一)

(

*

(本研究结果也再次证实#以他唑巴坦为酶

抑制剂复合制剂对大多数非发酵菌都具有良好的体外抗菌

活性(

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

HlH

"

3lH

总的敏感率#低于
VPH

'

LHl

"

LG

#高于头孢吡肟'头孢他啶和
)Pl

(

HVH

"

3lH

对铜绿

单胞菌'嗜麦芽寡养单胞菌都具有最强的体外抗菌活性#敏感

率均在
'%O

以上(而对于碳青霉烯类敏感的鲍曼不动杆菌#

HVH

"

3lH

和
LHl

"

LG

也具有相似的敏感性#达
'%O

以上(与

贾坤如等报道)

+

*有所不同#但与卓超等报道)

$

*非常接近#这可

能与不同医院的病种及用药习惯有关%非发酵细菌耐药机制非

常复杂#分离株的耐药性越来越严重(近年来#多重耐药株越

来越多#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菌株的分离率不断上升#甚至

出现泛耐药株)

-

*

(对于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HVH

"

3lH

等其他

抗菌药物敏感率高于匡艳华等)

'

*报道(这可能与嗜麦芽寡养

单胞菌的耐药机制复杂有关#即产生的
Z!

金属酶能水解青霉

素类'头孢菌素类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等%产生的
Z"

金属

酶为头孢菌素酶#主要水解头孢菌素'单环头孢类抗菌药物如

)Pl

#能水解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本次调查发现
HVH

"

3lH

对非发酵菌中的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及铜绿假单胞菌菌具有较

高的抗菌活性(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的亚胺培南

天然耐药#临床可供选择抗菌药物非常少#但本次调查发现

HVH

"

3lH

对该菌的体外抗菌活性非常强#达
&%#%O

以上#是治

疗嗜麦芽寡养单胞菌感染的有效药物(由于铜绿假单胞菌的

耐药机制非常复杂#常由多种耐药机制共同发挥#造成耐药性

越来越严重#从本次调查的结果发现
HVH

"

3lH

对铜绿假单胞

菌的体外抗菌活性为
'(#!O

#与王静等)

&

*调查从西安地区

"%%$

年至
"%%-

年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对
HVH

"

3lH

的耐药相

近(本调查结果中
HVH

"

3lH

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敏感率高于肖

永红等)

,

*报道的结果#低于李卓园等)

!%

*所调查的结果%临床研

究资料表明#

HVH

"

3lH

持续静滴可以控制多重耐药铜绿假单

胞菌引起的肺部感染)

!!

*

(近年来#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株

不断增多#在中国耐
VPH

的鲍曼不动杆菌存在克隆株的播散(

本次调查也发现
HVH

"

3lH

对这些菌株的体外抗菌活性也不理

想#可能主要由于鲍曼不动杆菌获得碳青霉烯类酶
Xd)2"(

所

致#

Xd)2"(

是中国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对
VPH

耐药的主要

机制(本研究显示
HVH

"

3lH

对洋葱伯克霍尔德菌也具有良好

的抗菌活性(

综上所述#由于
HVH

"

3lH

对非发酵菌的广谱'强效杀菌的

活性#为经验性和靶向性治疗非发酵菌感染提供了科学的循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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