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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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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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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金黄色葡萄球菌"

.1

#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特征%方法
"

收集该院
%$$B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分离

的
.1

!采用
3TZS&<#>E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

共分离
.1%#%

株!其分离出的
.1

标本以痰为主!占
E!>-%@

!其次为分泌物

和脓液%检出率前
=

位的科室为
R)i

$骨外科和呼吸内科%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V.1

#

!A

株!占
=$>B#@

!其中
R)i

的

+V.1

检出
#%

株!检出率高于非
R)i

%除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利福平及氯霉素对其保持较低耐药率外!对其他抗菌药物耐药率

均较高%

R)i

内
.1

耐药率高于非
R)i

%结论
"

通过分析
.1

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特征!有利于采取措施控制
SV.1

的流行和

指导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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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

.1

%是造成医院内感染和社区感染的常

见病原菌#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耐甲氧西林金黄

色葡萄球菌$

+V.1

%的出现#使得目前
+V.1

感染已成为院

内感染的严重问题(

"

)

*为了解
.1

的临床分布和耐药情况#现

对
.1

的分布及耐药情况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B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该院

就诊患者的标本共
%#%

株#分别来自于痰液
A#

株'分泌物
!A

株'脓液
=#

株'血液
%E

株'尿液
"#

株'粪便
=

株和其他组织标

本
"%

株*

?>@

"

方法
"

细菌鉴定采用
10R

手工鉴定板#药敏试验采用
,*

Y

纸片扩散法*质控菌株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1<))%#B%%

*药

敏纸片及
+*T

琼脂均由英国
Z̀;DJ

公司生产*药敏结果判读

按
)(.R

相应最新版本规定的折点进行*

+V.1

采用
)(.R

推

荐的纸片扩散法判定*

?>A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分析采用
3TZS&<#>E

软件和

.0.."!>$

软件#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差异显著分析#

B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菌株的来源及分布
"

%#%

株
.1

的分布及来源见表
"

*

@>@

"

R)i

与非
R)i

病房
.1

的耐药性比较
"

见表
%

*

@>A

"

+V.1

的检出率
"

共检出
!A

株
+V.1

#检出率为

=$>B#@

@>B

"

+V.1

与
+..1

的耐药率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

株
.1

的临床分布情况

项目 株数$

(

% 构成比$

@

%

临床标本
%#% "$$>$$

"

痰液
A# ==>!=

"

分泌物
!A =$>B#

"

脓液
=# "=>AB

"

血液
%E B>#=

"

尿液
"# #>B#

"

其他
"# #>B#

病区
%#% "$$>$$

"

R)i -A %->BA

"

骨外科
EB "B>EE

"

呼吸内科
=B "#>EA

"

皮肤科
=$ "">B$

"

儿科
%" A>==

"

普外科
"# #>B#

"

其他
=$ "">B$

表
%

""

R)i

与非
R)i

病房
.1

的耐药率结果比较

抗菌药物
R)i

$

(e-A

% 非
R)i

$

(e"AE

%

B

值

青霉素
-#

$

B#>#B

%

"-#

$

AB>-!

%

$>"E

苯唑西林
#%

$

!->E!

%

%-

$

"E>"=

%

$>$$$"

+

E"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A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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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R)i

与非
R)i

病房
.1

的耐药率结果比较

抗菌药物
R)i

$

(e-A

% 非
R)i

$

(e"AE

%

B

值

庆大霉素
=$

$

EE>"%

%

#-

$

=$>E=

%

$>$E%

氯霉素
"$

$

"E>!"

%

%E

$

"=>$E

%

$>!=%

克林霉素
#-

$

A%>=#

%

"%#

$

-!>B=

%

$>$%E

头孢唑啉
=E

$

#$>$$

%

E$

$

%">!#

%

$>$$$"

红霉素
-"

$

AB>!"

%

"%#

$

-!>B=

%

$>$$$"

左氧氟沙星
=B

$

#!>=#

%

#-

$

=$>E=

%

$>$$$"

利奈唑胺
$

$

$>$$

%

$

$

$>$$

%

a

利福平
A

$

"">!-

%

"B

$

"$>==

%

$>!E=

复方新诺明
=A

$

##>AA

%

A%

$

EE>#!

%

$>""

四环素
%%

$

=%>=#

%

EE

$

%=>B"

%

$>"!-

万古霉素
$

$

$>$$

%

$

$

$>$$

%

a

""

a

!无数据*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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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与
+..1

的耐药率结果比较

抗菌药物
+V.1

$

(e!A

%

+..1

$

(e"!E

%

B

值

青霉素
!A

$

"$$>$$

%

"#%

$

A!>=-

%

$>$$$"

苯唑西林
!A

$

"$$>$$

%

$

$

"$$>$$

%

a

庆大霉素
-$

$

!->B%

%

%-

$

"E>BE

%

$>$$$"

氯霉素
""

$

"E>"$

%

%=

$

"=>%"

%

$>ABEB

克林霉素
-%

$

!B>EB

%

""B

$

-A>=B

%

$>$!

头孢唑啉
!$

$

AB>!E

%

E

$

%>=$

%

$>$$$"

红霉素
!%

$

B%>="

%

""E

$

-#>#%

%

$>$$$"

左氧氟沙星
E$

$

#">%A

%

##

$

=">-"

%

$>$$=

利奈唑胺
$

$

$>$$

%

$

$

$>$$

%

a

利福平
"$

$

"%>A%

%

"!

$

B>!!

%

$>E-B

复方新诺明
E#

$

#!>-B

%

!#

$

E=>"$

%

$>$=%

四环素
%A

$

=#>B$

%

=-

$

%$>-B

%

$>$"

万古霉素
$

$

$>$$

%

$

$

$>$$

%

a

""

a

!无数据*

A

"

讨
""

论

.1

以院内感染为主#能导致多种疾病$如肺部'皮肤'血液

等%感染*在本研究结果显示#

R)i

'骨外科'呼吸内科的分离

率最高#

+V.1

的暴发易发生在
R)i

(

%*=

)

#因此应加强
R)i

与

非
R)i

的医护人员的流动管理(

E

)

*从
.1

的检出标本的分布

显示#

.1

感染最多的为痰液#其次为分泌物和脓液#与有关报

道相近(

#*!

)

*肺组织是
.1

最易侵袭的器官组织#肺部感染也

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

A

)

#

+V.1

可寄居于人的鼻前庭'

皮肤'会阴等#一旦出现皮肤破坏或损伤#就可引起
+V.1

的

感染(

B

)

*本研究也证实了这点*应尽早做细菌培养#明确是否

为
+V.1

#根据药敏试验合理用药*本研究表明#在各种切口

分泌物感染的患者中#骨外科和皮肤科的患者检出率高于其他

科室*因此#增强患者的抵抗力#同时加强医护人员的管理#严

格遵守各种制度#做好消毒工作#定期监测#防止院内感染(

"$

)

*

+V.1

的主要耐药机制是由染色体介导产生特异性低亲

和力的青霉素结合蛋白所致#

H4L

基因是
0Y0%F

的基因编码#

是
+V.1

的主要耐药因子*本研究结果显示#

+V.1

的检出

率为
=$>B#@

#低于国内有关报道(

#*!

)

*但
R)i

内检出的
+V*

.1

高达
!E>E!@

#这与
R)i

患者病情复杂#易感因素多$如长

期卧床'基础情况差'气管插管等%#以及长期大量使用抗菌药

物和皮质激素#破坏了患者的自身免疫屏障有关(

""

)

*

R)i

内

检出的
.1

与非
R)i

比较#除氯霉素'利福平'青霉素'四环素'

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对氯霉

素'利福平保持较低耐药率外#对其他抗菌药物均有较高耐药

率#特别是对青霉素的耐药率高达
B#>#B@

*表
=

提示#

+V.1

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
"$$@

敏感#对氯霉素和利福平保持低

耐药率外#对其他抗菌药物都有严重的耐药性#除复方新诺明

外均较
+..V

高#治疗
+V.1

可供选择的药物面已经较窄#因

此应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的管理#合理使用#以减缓对
.1

治

疗的压力#从而减少
+V.1

的增加#控制
+V.1

的传播*有

研究表明#有住院史'住院时间长'用药范围广'用药量大等#是

.1

感染率及耐药率较高的危险因素(

"%*"=

)

*因此#应及早'规

范'合理用药#减少住院天数#加强
+V.1

的监测#同时做好院

内的消毒隔离工作#有效预防和阻止
+V.1

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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