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主要目标菌耐药率超过
'(P

的抗菌药物

需要暂停使用'

5N5

对亚胺培南和美洛培南的主要耐药机制

是产生碳青霉烯酶#该酶能水解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

*

#至于

所属碳青霉烯酶的类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舒巴坦为人工合

成的不可逆的竞争性
+

,

内酰胺酶抑制剂#还可以直接作用于细

菌的青霉素结合蛋白
"

$

)N)"

&#显示了其对不动杆菌属独特的

杀菌能力)

<

*

#但临床上单独治疗效果不佳#故常用大剂量的舒

巴坦和头孢哌酮的复合制剂经验治疗
5N5

的感染#取得了良

好的疗效'

米诺环素作为一种长效半合成的四环素类广谱抗菌药物#

具有高效(长效(低毒的特性#其作用机制!四环素类药物与细

菌
'(*

核糖体以非共价键结合#阻断了细菌核糖体
5

位与氨

基酸转运
405

结合#通过终止氨基酸进入肽链#最终阻止蛋

白合成#使细菌繁殖受到抑制)

%

*

'本次试验中发现米诺环素对

5N5

的耐药率为
&#'P

#说明米诺环素治疗难治性
5N5

感染

有很大的优势'虽然近年来开发的替加环素的抗菌活性优于

米诺环素#对碳青霉烯耐药不动杆菌属有很好抗菌活性#但由

于其肾毒性及神经毒性#从而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尤其是

QSg

患者'对于
QSg

患者#

S?;:./@:

等)

8

*认为多黏菌素仍是

唯一的治疗选择#但是目前对于多黏菌素的应用仍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是其肾毒性(神经毒性及过敏反应#故美国临床实验室

标准化协会$

ST*Q

&建议其仅作为
7+4

(

)+4

菌株的治疗选

择'鉴于
5N5

严峻的耐药现状#在治疗时经验选用米诺环

素#对于较严重的感染者可考虑米诺环素与头孢哌酮"舒巴坦

联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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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武宁县城市饮用水和农村饮用水监测结果分析

肖光明

"江西省武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江西九江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武宁县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为加强饮用水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和技术支持%方法
!

对全县
!(=

个监

测点的饮用水于枯水期和丰水期分别进行采样检测!并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

该次监测共检测水样
"(%

份!总合格率

!%#"<P

!主要原因是微生物学指标超标%城市饮用水合格率"

%'#''P

$高于农村"

!=#"%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而枯

水期与丰水期&地下水与地面水水质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C

$

(#($

$%结论
!

该县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形势十分严

峻!水质合格率低!需加强农村饮水卫生管理!完善水质净化和消毒处理措施!加强饮水知识教育!确保居民饮水卫生安全%

关键词"生活饮用水#

!

水质监测#

!

结果分析

!"#

!

!(#'8&8

"

9

#2::;#!&<',=!'(#"(!$#!'#(<"

文献标识码"

N

文章编号"

!&<',=!'(

"

"(!$

$

!',!8$$,("

!!

武宁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湘鄂赣边界#辖
"(

个乡镇#人

口
'%

万#处于平原(丘陵和山林交错的复杂地势#气候温和(湿

润#雨水充沛'县城居民饮用水均为该县自来水厂生产的自来

水#水源为河水和水库水'农村居民饮用水较为复杂#有小型

自来水厂生产的自来水#也有简易的蓄水池供水#还有未经任

何处理的山泉水(井水(溪水等#消毒净化设施过于简单或者根

本就没有消毒净化设施#无法对饮用水进行有效的消毒净化处

理'饮用水安全状况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生活质量的

重要标志#为了解全县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保障公众饮水卫

生安全#为加强饮用水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和技术支持#武

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监测点水质进行检测#现将监测结果

分析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样品来源
!

本次监测随机选择
!(=

个监测点#于枯水期

和丰水期各检测
!

次#共采集水样
"(%

份#其中农村饮用水

!8&

份#城市饮用水
!"

份'水样采集(保存(运输按,生活饮用

水标准检验方法-$

6N$<$(

"

>,"((&

&规定执行'

?#@

!

检测方法
!

各项目检验方法均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6N

"

>$<$(,"((&

&执行'

?#A

!

检测项目

?#A#?

!

城市饮用水项目
!

'=

项检测指标!$

!

&感官性状和一

般化学指标#包括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

B

R

(铝(

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

挥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

&毒理学指标#包括砷(镉(铬

$六价&(铅(汞(硒((氟化物(氰化物(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亚氯

酸盐(硝酸盐%$

'

&微生物学指标#包括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

=

&其他非常规指标为氨氮'

?#A#@

!

农村饮用水项目
!

"'

项检测指标!$

!

&感$下转插
)

&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DXT.L7@G

!

XF/

H

"(!$

!

Y?/#'&

!

0?#!'



!上接第
!"##

页"

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包括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

O

%

%铁%锰%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

量-!

5

"毒理学指标#包括砷%氟化物%铅%汞%镉%铬!六价"%硝酸

盐-!

$

"微生物学指标#包括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

群-!

(

"其他非常规指标为氨氮$

!2"

$

评价标准
$

大型集中式供水按现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

P7#+(")5..*

"中附表
!

规定限值进行评价-小型集中式

供水和分散式供水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附表
(

规定

限值进行评价#附表
(

中没有的指标按照附表
!

规定限值进行

评价$若所检指标中有
!

项超标#则认为该份水样为不合格$

!2#

$

质量控制
$

!

!

"建立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对实验室所

用仪器%器械和标准进行定期校准-!

5

"加强实验室间质量控制

和实验室内部的质量控制-!

$

"建立监测数据的审核检查制度#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现场资料审查$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G11!"2.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5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城市饮用水和农村饮用水水质检测合格率
$

本次监测共

检测水样
5.,

份#各项指标均合格水样
$,

份#总合格率

!,25+Q

$城市饮水
!5

份各项指标均合格水样
!.

份#合格率

,$2$$Q

#不合格的水样均为酒店二次供水$农村饮水
!"*

份#

各项指标均合格水样
5,

份#合格率
!(25,Q

$城市饮用水合

格率高于农村饮用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5

R$!2*$

#

!

!

.2.!

"$

%2%

$

不同水源水质检测合格率
$

全县农村供水监测点水源有

井水%河水%泉水%溪水%水库水等#以地面水为主#共
!#.

份#占

+*2#$Q

-地下水
(*

份#占
5$2(+Q

$城市饮用水监测点水源

有河水%水库水#

!5

份均为地面水$所有监测点中地面水水质

检测合格率为
!"2!(Q

!

$!

+

!*5

"#地下水水质检测合格率为

!#255Q

!

+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5

R.2$+

#

!

%

.2.#

"$

%2&

$

不同水期水质检测合格率
$

采集丰水期水样
!.(

份#合

格
5.

份#合格率
!"25$Q

-枯水期水样
!.(

份#合格
!,

份#合格

率
!+2$!Q

#丰水期与枯水期水质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R.2!$

#

!

%

.2.#

"$

表
!

$$

不合格指标情况统计表

检测项目 样品数!

"

" 合格数!

"

" 合格率!

Q

"

色度
5., 5.+ ""2#5

浑浊度
5., !+5 ,52*"

肉眼可见物
5., !,+ ,"2".

锰
5., 5.+ ""2#5

菌落总数
5., !#* +#2..

总大肠菌群
5., (" 5$2#*

耐热大肠菌群
5., #( 5#2"*

氨氮
5., !," ".2,+

%2"

$

水质检测各项目指标合格情况
$

本次检测
$(

个指标中#

全部合格指标
5*

个#不合格指标
,

个#不合格指标合格率由低

到高分别为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菌落总数%浑浊度%肉

眼可见物%氨氮%色度%锰$微生物学指标!总大肠菌群%耐热大

肠菌群%菌落总数"合格率最低#其次为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

标#包括浑浊度%肉眼可见物%色度%锰$毒理学指标全部合格#

其他非常规指标氨氮的合格率为
".2,+Q

$不合格指标情况#

见表
!

$

&

$

讨
$$

论

$$

从全县抽取
!.(

个监测点采集
5.,

份水样进行检测#并依

据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其中
$,

份水样合格#占
!,25+Q

#总合

格率非常低#低于方萍等&

!

'报道#造成合格率低的主要原因是

微生物学指标超标#与相关报道一致&

5

'

#特别是总大肠菌群和

耐热大肠菌群#这与该县农村饮用水多数未经过有效消毒净化

处理有关$城市饮用水合格率
,$2$$Q

#而不合格的均为二次

供水$农村饮用水合格率
!(25,Q

$城市饮用水合格率明显

高于农村!

!

!

.2.#

"#与梁文革等&

$

'报道一致$地面水
!*5

份#合格
$!

份#合格率
!"2!(Q

-地下水
(*

份#合格
+

份#合格

率
!#255Q

#地下水与地面水水质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丰水期
!.(

份#合格
5.

份#合格率
!"25$Q

-枯水

期
!.(

份#合格
!,

份#合格率
!+2$!Q

#丰水期与枯水期水质合

格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顾俊等&

(

'报道一致#但与张渭

桃等&

#

'报道不同#可能与该县的地理环境有关$

检测结果表明#该县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供水设施过于简陋#净化%消毒等制水程序还存在薄弱环节#一

些农民对饮水卫生认识不足#不良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普遍存

在&

*

'

$监测结果显示#微生物学指标!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

群%菌落总数"合格率最低#可能主要是由于农村饮水水源受到

污染及没有对饮用水进行有效消毒所致$今后要进一步加强

农村饮水卫生管理#完善水质净化和消毒处理措施#加强农民

饮水知识教育#确保为居民提供卫生%安全的饮用水$另外城

市饮用水不合格水样均为二次供水中微生物指标超标#可能是

管道和蓄水池受到污染所致&

+),

'

#二次供水的安全问题也应引

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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