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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某镇区医院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情况调查及耐药分析!

黄健云!李璐琳!杨纲华%

!孙
"

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广东中山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某镇区医院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情况和耐药特点'方法
"

回顾性分析该院
#))4

年
""

月至
#)""

年
")

月

8&)

株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情况及耐药特点'结果
"

#

年期间产超广谱
*

内酰胺酶"

Î]L+

%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为
$)%$M

"

##8

(

8&)

%!以儿科最多!占
#5%4M

"

5"

(

##8

%!其主要来源于呼吸道标本
58%'M

"

"&(

(

##8

%$按年份分组比较分析!产
Î]L+

肺炎克雷伯

菌检出率由
$"%8M

"

"#)

(

$84

%降到
#'%'M

"

")8

(

$8"

%$其对
*

内酰胺类和喹诺酮类的耐药性增强!对庆大霉素&头孢替坦和亚胺培

南的耐药性降低'结论
"

该院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主要来自社区感染!并主要引起下呼吸道感染$部分产
Î]L+

肺炎克雷伯

菌株呈多重耐药表型特征!应加强对产
Î]L+

菌株的社区感染监测及防控'

关键词"克雷伯菌!肺炎$

"

*

内酰胺酶类$

"

抗药性!细菌

!"#

!

")%$454

"

6

%7++/%"58$,("$)%#)"#%"8%)(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8$,("$)

"

#)"#

%

"8,#"$',)#

""

肺炎克雷伯菌是医院感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最常见的感

染部位为泌尿道与肺部'同时它也是产超广谱
*

内酰胺酶

$

Î]L+

&最常见的细菌之一)

"

*

'近年来#在抗菌药物选择性压

力下#

Î]L+

在革兰阴性杆菌中的流行有上升趋势)

#

*

'为了

解镇区医院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情况和耐药特点#本文对本院

#))4

年
""

月至
#)""

年
")

月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情况进行回

顾性调查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菌株来源!

#))4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门诊

及住院患者的各类送检标本$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重复菌

株&中分离鉴定的肺炎克雷伯菌#共
8&)

株'质控菌株!肺炎克

雷伯菌
1.KK8))5)$

(大肠埃希菌
1.KK#&4##

'

@%A

"

仪器与试剂
"

P!.̂ \,#

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法国梅里

埃公司&'

P!.̂ \,#

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配套的革兰阴性杆

菌$

WS

&鉴定卡及
1I.,WS"$

药敏卡'

@%B

"

方法
"

细菌鉴定(

Î]L+

检测及药敏试验均使用

P!.̂ \,#

全自动细菌分析系统'其中鉴定试验用
WS

卡#

Î,

]L+

及药敏试验用
1I.,WS"$

卡'

@%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ZXŜ .&%&

软件进行细菌耐药性

分析#应用
I2II"$%)

统计软件进行
"

# 检验分析'

A

"

结
""

果

A%@

"

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情况
"

#

年期间产
Î]L+

肺炎克雷

伯菌检出率为
$)%$M

$

##8

"

8&)

&#以儿科为最多#占
#5%4M

$

5"

"

##8

&#其主要来源于呼吸道标本
58%'M

$

"&(

"

##8

&#其次

是伤口(血液(泌尿系标本%按年份分组比较分析#产
Î]L+

肺

炎克雷伯菌检出率由
$"%8M

$

"#)

"

$84

&降到
#'%'M

$

")8

"

$8"

&'

A%A

"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特点
"

按年份分组比较分析#产
Î,

]L+

肺炎克雷伯菌对
*

内酰胺类和喹诺酮类的耐药性增强#对

庆大霉素(头孢替坦和亚胺培南的耐药性降低#对
*

内酰胺类

以外抗菌药物#产
Î]L+

比非产
Î]L+

的耐药性强$

!

#

)%)"

&#见表
"

'

表
"

""

产
Î]L+

与非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比较$

M

%

抗菌药物
#))4

年
""

月至
#)")

年
")

月

产
Î]L+

$

*_"#)

& 非产
Î]L+

$

*_#&4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产
Î]L+

$

*_")8

& 非产
Î]L+

$

*_#5(

&

头孢唑啉
"))%) &%' "))%) (%#

头孢曲松
44%# )%' 44%" )%)

头孢他啶
5)%) "%# 5&%# )%'

头孢吡肟
("%8 )%) &5%" )%)

氨苄西林"舒巴坦
&)%' (%5 8$%'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4

月第
$$

卷第
"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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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产
Î]L+

与非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比较$

M

%

抗菌药物
#))4

年
""

月至
#)")

年
")

月

产
Î]L+

$

*_"#)

& 非产
Î]L+

$

*_#&4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产
Î]L+

$

*_")8

& 非产
Î]L+

$

*_#5(

&

氨曲南
5)%8 "%# 8#%# )%'

庆大霉素
&'%$ 5%# $5%( '%$

妥布霉素
")%) "%& "&%4 "%&

阿米卡星
#%& )%' "$%" )%)

环丙沙星
#&%' $%" ()%# &%8

左氧氟沙星
#$%$ $%" $8%( (%4

复方新诺明
5&%' '%" 5$%5 "#%"

呋喃妥因
#"%8 ""%# #'%) 4%"

头孢替坦
&%' #%8 )%4 )%)

亚胺培南
)%' )%)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 )%)

B

"

讨
""

论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本院近
#

年的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情

况#

#

年期间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为
$)%$M

$

##8

"

8&)

&#低于杨晓燕等)

$

*报道的
($%'M

$

"(8

"

$$5

&'按年份分组

比较分析#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由
$"%8M

$

"#)

"

$84

&

降到
#'%'M

$

")8

"

$8"

&#与陈贤云等)

(

*报道的逐年上升不一

致'调查分析发现肺炎克雷伯菌科室分布以儿科为最多#占

#5%4M

#产
Î]L+

菌株分离率为
#5%4M

$

5"

"

##8

&#且主要来自

社区感染患者#与戴玮等)

&

*和胡海清和周庭银)

5

*报道的不一

致#可能由于本院是镇区医院#患者多来自社区感染者'调查

分析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菌主要引起下呼吸道感染#其次是

伤口(血液感染#再次是尿路感染#与卓超等)

8

*报道的不完全

一致'

药敏分析结果显示#部分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呈多重

耐药性'按年份分组比较分析#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对
*

内酰胺类和喹诺酮类的耐药性增强#对庆大霉素(头孢替坦和

亚胺培南的耐药性降低%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比非产
Î,

]L+

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明显增强$

!

#

)%)"

&'比较分析发

现本院为镇区医院#非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对所测试的各

种抗菌药物耐药率均低于
"$M

#较孙丽媛等)

'

*

(柯永坚等)

4

*和

陈贤云等)

")

*报道的耐药率低#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与非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率明显低于省级或市级医院报导

的相应菌株'

综上所述#本院为镇区医院#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检出

率普遍低于省级或市级综合医院#并且产
Î]L+

肺炎克雷伯

菌及非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大部分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低于

省级或市级综合医院的相应菌株%本院产
Î]L+

肺炎克雷伯

菌主要来自社区感染#而省级或市级综合医院产
Î]L+

肺炎

克雷伯菌主要来自医院感染重点科室)

8,"#

*

%应加强对产
Î]L+

肺炎克雷伯菌的社区感染监测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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