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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医院感染控制管理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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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病房是医院感染防控管理的重点部门#同时也是容易

产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高危科室'

$

(

)由于患者烧伤后#皮肤破

损失去了既有的防御屏障功能'

%

(

#大部分患者机体免疫力和抵

抗力均呈下降状态#加之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_-:;

&

感染患者的存在#极易造成病区内医院感染的蔓延流行#为防

止交叉传播感染'

*

(

#应及时*有效地做好预防隔离控制工作)

A

!

临床资料

A&A

!

一般资料
!

患者#男#

='

岁#因帐篷着火#被火焰全身烧

伤#以
0

度烧伤面积占
=(?

混合烧伤入院)在住院
$

个月后

患者送检创面分泌物细菌培养确诊为
_-:;

感染)

A&B

!

隔离措施

A&B&A

!

落实首遇负责制
!

收到检验报告的科室医师或护士应

当及时告知科室院感监控人员及管床医师和责任护士)设病

房警示标志!由责任护士负责将患者置于单人病房#门上及病

历夹均用醒目蓝色隔离病房标志$方形自制边长
*2I

即时贴&

粘贴#以提示全科医务人员#减少人员出入#提高管床医师及责

任护士的隔离防护意识%认真做好交接班记录#使全科医护人

员都能做好预防控制工作%专用诊疗物品!病房应备有专用换

药车*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等一般医疗器械%备医疗废物专

用包装物容器%专用清洁物品$如拖把*扫把*抹布&%不能专用

的物品每次使用后必须清洁*消毒)

A&B&B

!

实施感染管理控制措施
!

在严格执行标准预防原则的

基础上#病房内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和家属探视#医护人员进

入病房应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必须戴手套*口罩*帽子#预计与

患者有明显接触应加穿隔离衣%床头备快速手消毒剂#方便医

护人员及时进行手的清洁消毒#防止医务人员的手成为传播媒

介%严格遵守各项无菌操作技术#换药用具使用后放入专用密

闭箱送往供应室单独安全处置%医疗废物装入黄色袋密闭运出

病区%经常保持室内清洁卫生#每班进行空气消毒和物品*医疗

器械物体表面清洁擦拭消毒#湿式清扫*含氯消毒液擦拭地面%

执行终末消毒制度#每周或解除隔离后对仪器设备表面等严格

清洁*消毒和灭菌)

A&B&C

!

做好抗菌剂的合理使用
!

正确*合理应用抗菌剂是提

高疗效*减少或减缓细菌耐药性发生的关键#临床医师在抗菌

剂品种的选用上应及早作病原种类及病原菌对抗菌剂敏感或

耐药的细菌药物敏感实验#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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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控制管理过程中#该病区及时于第一时间采取隔离

控制措施及上报院感科#院感科每日连续到科室督促指导#科室

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和有效实施各项隔离措施*根据药敏结果

合理选择抗菌剂有效治疗后#经连续
*

次送检创面分泌物均未

培养出
_-:;

后解除隔离#未造成病区其他患者感染的发生)

本次患者
_-:;

感染得到及时*有效控制#主要取决于!

对分离到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

_-:

&感染的患者及时发现*

及早采取了隔离措施%医务人员相对固定和手卫生依从性的提

高#有效减少了手部接触所致的耐药菌传播%与加强医务人员

多重耐药菌感染防控知识培训学习和不断增强及早防控意识*

医务人员的普遍高度重视密不可分#日常的培训与管理提升了

医务人员对多重耐药菌处置应对能力%制定健全的规章制度和

隔离流程以及医务人员的规范实施#也是做好本次防控工作的

重要保证%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用抗菌剂进行治疗#缩短了病

程#这样有效控制
_-:

在区域内扩散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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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为一种罕见的微血管血

栓
0

出血综合征#由于微循环中形成了血小板血栓#血小板因大

量消耗而减少所形成的紫癜)对于症状不明显的急性病例#临

床往往较难及时诊断#本实验室通过连续两次骨髓象分析成功

诊断
$

例妊娠急性
//+

病例#报道如下)

A

!

病历资料

A&A

!

临床表现及体征
!

患者#女#

%%

岁#因,出现双下肢皮肤

瘀斑
$

个月#发热半天-于
%($$

年
$(

月
)

日入院)问诊
$

个

月前开始出现双下肢散在皮肤瘀斑#长时间不能消退#尿色呈

淡红色#其他无不适#未做特殊处理#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无

特殊#已停经
%

个月)体检双下肢可见散在皮肤瘀斑#

/

*)&$b

#伴牙龈出血#轻度贫血貌#神志清#肝*脾*淋巴结均不

肿大#肾脏正常#其他无异常)彩超子宫示宫内早孕#提示妊

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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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查
!

血常规!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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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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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性粒细胞"

-./0

#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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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

34

#

5&

6

$

,

%血小

板"

7,0

#

1)%*

+

$

,

%网织红细胞
(!%28

%血涂片可见破碎红细

胞&出凝血
'

项正常%

9:

二聚体阳性&总胆红素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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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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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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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隐血
???

%尿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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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尿含

铁血黄素定性实验'糖溶'酸溶血实验均为阴性&血小板相关

抗体测定!

7BC

6

B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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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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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核提取物抗体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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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阳性反应%

FFB

$

G=(2)

%*

1 阳性反应%其他项目正常%提示血小板减少症%于
%*

月
+

日行第一次骨穿检查%形态特征见表
%

&诊断意见!骨髓粒'红

两系增生良好%巨核细胞量不增多%未见产板巨%血小板明显

减少&

!!#

!

治疗经过
!

给予抗感染'地塞米松
%(<

6

$

H

冲击'输血小

板等治疗%结果仍发热'血小板不上升%贫血进行性加重%并出

现肉眼血尿%

%*

月
%%

日复查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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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

,

%

34'&

6

$

,

%

7,05)%*

+

$

,

&治疗过程

中%患者病情加重%出现上腹部疼痛%

$0

提示胆囊炎&

%*

月
%'

日下午出现抽搐%指脉氧下降%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

遂行第二次骨穿检查%形态特征见表
%

&诊断意见!易见有核

红细胞'破碎红细胞'嗜多色性细胞%球形红细胞约占
%58

%且

见微球红细胞%结合血片考虑
007

&

%*

月
%;

日组织会诊%参

照骨髓报告%结合病情进展表现%诊断为(妊娠急性血栓性血小

板减少性紫癜%胆囊炎)&经终止妊娠'血浆置换'抗感染等综

合治疗%

&2I

后血小板回升到
(*)%*

+

$

,

%

+;I

后查血小板为

++)%*

+

$

,

%继续治疗%病情明显好转%其他辅助检查指标逐渐

恢复正常%于
%*

月
1*

日病愈出院&

表
%

!!

两次骨髓检查形态特征

组别 第一次 第二次

取材涂片染色 良好 一般

骨髓增生 明显活跃%

D

$

.J2!&K%

活跃%

D

$

.J1K%

粒细胞系统
粒系各阶段细胞均可见%晚幼粒及分叶比例偏高%

形态正常

原粒以下可见%分叶核比值偏高%部分细胞可见少量

中毒颗粒及空泡变性%偶见双核杆及双核中幼粒细胞

红细胞系统
早幼以下阶段细胞均可见%比例正常%偶见双核红&

成熟红细胞大小不一%易见小红细胞'破碎红细胞

早幼以下可见%晚幼红比值偏低%少见双核红

及花瓣状细胞%成熟红细胞大小不均%易见嗜多色性细

胞%可见
3:L

小体及卡
:

博环

淋巴细胞 占
%;!(8

%均为成熟型 比值偏低%形态正常

巨核细胞
全片见

11

个%其中颗粒巨
%2

个%裸核
2%

个%

未见产板巨

全片见
2(

个%其中颗粒巨
%(

个%裸核
;

个%

亚小巨核
1

个%产板巨
%

个

血小板 明显偏少 极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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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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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
007

表现为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精神
:

神经症状三联征&若同时具有发热'肾脏损害则

为五联征*

%

+

&临床通常以三联征或五联征诊断
007

&本病例

入院时%临床症状少%无既往病史%实验室初步常规检查形成的

结论也对
007

诊断不明确&血小板减少症是妊娠常见的并发

症*

2

+

%临床易诊断为妊娠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给予常规治疗

而出现病情进展性加重&国内文献资料报道%妊娠合并
007

病例基本是在妊娠中晚期可见%本例出现在初次妊娠早期%明

显症状在病情急性期出现%干扰因素多%与吴少玲等*

1

+报道
%

例为症状明显的早期妊娠合并
007

相比%本例初诊也难以确

定为
007

&

"!"

!

第一次骨髓象分析%未符合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诊断

特征*

%

+

%第二次骨髓象与第一次比较%从粒细胞系统的变化%证

实感染存在%红细胞系统的变化%符合微血管性溶血性贫血诊

断%产板巨生产血小板
%

颗"全片见一个#说明巨核细胞有成熟

障碍%导致血小板减少&在患者未出现精神
:

神经症状时%短时

间内骨髓象分析提示
007

诊断%为临床确诊提供可靠依据并

赢得治疗时间&因此%对于罕见急性血液病%短时间连续骨髓

象分析对病情变化的诊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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