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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监测和分析本院
%($)

年尿培养中的主要病原菌及其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方法
!

采用
W58

D=9ZD<7\<Cb!J<

G

12#-.Z

进行鉴定和药敏实验!用
\P[RY"+&2

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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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尿培养出病原菌
%)$

株!

其中革兰阳性菌
+$

株!占
%%&$3

$革兰阴性菌
$/(

株!占
/)&23

$真菌
$(

株!占
'&)3

$分离的病原菌中前
'

位依次为大肠埃希

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QRZ

%'肺炎克雷伯菌和粪肠球菌!分别占
'*&13

'

$)&(3

'

1&+3

和
+&%3

&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

W,QRZ

%占
QRZ

的
/2&/3

!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的敏感率为
$((&((3

$粪肠球菌对氨苄青霉素的耐药率为
*&)3

!未见万

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耐药株&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超广谱
'

8

内酰胺酶"

YZN-6

%的检出率分别为
+%&%3

和
+(&(3

!对亚

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度为
$((&((3

&结论
!

尿标本的分离菌主要是大肠埃希菌!细菌耐药严重&

关键词"尿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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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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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是临床上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在医院感染中

仅次于呼吸道感染#高居第二位)

$

*

'定量尿培养是诊断尿路感

染的主要手段)

%

*

'监测尿路感染的细菌构成与耐药性#对指导

临床选择抗菌药物具有重要价值)

)

*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本

院
%($)

年中段尿培养分离菌的构成和耐药性#旨在为临床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来自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送检的

中段尿标本分离得到的病原菌#去除同一患者所获的重复菌株'

@&A

!

方法
!

取清洁中段尿#定量接种法接种'中段尿培养的

阳性标准!革兰阴性菌菌落计数大于或等于
$S$(

+

Qc.

"

;-

或革兰阳性菌菌落计数大于或等于
$S$(

'

Qc.

"

;-

的病原菌

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实验'

@&B

!

菌株鉴定和药敏试验
!

细菌的分离培养按,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第
)

版进行#所有分离的菌株采用
W5D=9ZD<7

\<Cb!J<

G

12#-.Z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及配套的检测卡进行

鉴定和药敏试验'药敏结果判断根据
Q-ZU%($%

判断标准)

'

*

'

超广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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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YZN-6

&检测采用
Q-ZU

推荐的双纸片协同

法'真菌鉴定采用
!#U

鉴定条进行鉴定'质控菌株为大肠埃

希菌
!"QQ%+1%%

(铜绿假单胞菌
!"QQ%/*+)

(金黄色葡萄球

菌
!"QQ%+1%)

'

@&C

!

分析方法
!

使用
\P[RY"+&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A

!

结
!!

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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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的分布
!

%($)

年
$

!

$%

月从本院送检中段尿标

本中共分离出病原菌
%)$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

株#占

%%&$3

%革兰阴性菌
$/(

株#占
/)&23

%真菌
$(

株#占
'&)3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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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病原菌 株数$

$

& 构成比$

3

&

革兰阳性菌
+$ %%&$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

!

粪肠球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1

!

其他革兰阳性菌
/ )&(

革兰阴性菌
$/( /)&2

!

大肠埃希菌
$$) '*&1

!

肺炎克雷伯菌
%% 1&+

!

阴沟肠杆菌
/ )&(

!

弗劳地柠檬酸杆菌
/ )&(

!

奇异变形杆菌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摩根摩根菌
) $&)

!

其他革兰阴性菌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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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9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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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病原菌 株数$

$

& 构成比$

3

&

真菌
$( '&)

!

白色假丝酵母菌
2 %&2

!

热带假丝酵母菌
) $&)

!

光滑假丝酵母菌
$ (&'

合计
%)$ $((

A&A

!

主要病原菌的科室分布
!

%)$

株病原菌主要来自于泌尿

外科(神经内科(肾内科(心血管科和消化科#分别占
$+&23

(

$)&'3

(

$$&/3

(

*&/3

和
'&)3

'

A&B

!

革兰阳性菌的耐药率
!

从
)(

株
QRZ

中检出
W,QRZ%)

株#占
/2&/3

'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的菌株'主

要革兰阳性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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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革兰阳性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

#

3

$&

抗菌药物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g)(

& 粪肠球菌$

$g$%

&

氨苄青霉素
%/

$

1(&(

&

$

$

*&)

&

青霉素
%*

$

1)&)

&

%

$

$2&/

&

苯唑青霉素
%)

$

/2&/

&

L

红霉素
%2

$

*2&/

&

1

$

/+&(

&

环丙沙星
%(

$

22&/

&

/

$

+*&)

&

左氧氟沙星
$)

$

')&)

&

/

$

+*&)

&

四环素
$)

$

')&)

&

$$

$

1$&/

&

庆大霉素
$)

$

')&)

&

L

利福平
*

$

%2&/

&

+

$

'$&/

&

复方磺胺甲唑
$1

$

2)&)

&

L

喹奴普丁"达福普汀
'

$

$)&)

&

L

利奈唑胺
(

$

(

&

(

$

(

&

万古霉素
(

$

(

&

(

$

(

&

高浓度庆大霉素
L *

$

22&/

&

!!

L

!无数据'

A&C

!

革兰阴性菌的耐药率
!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超

广谱
'

8

内酰胺酶$

YZN-6

&的检出率分别为
+%&%3

和
+(&(3

#

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度达
$((&((3

'主要革兰阴性

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见表
)

'

表
)

!!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

#

3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g$$)

& 肺炎克雷伯菌$

$g%%

&

氨苄青霉素
11

$

*/&2

&

%%

$

$((

&

哌拉西林
1+

$

*'&$

&

$/

$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2&%

&

)

$

$)&2

&

头孢吡肟
2*

$

2(&%

&

$(

$

'+&+

&

头孢噻肟
2/

$

+1&)

&

$%

$

+'&+

&

头孢他啶
2'

$

+2&2

&

$$

$

+(&(

&

头孢曲松
2*

$

2(&%

&

$%

$

+'&+

&

头孢唑啉
/+

$

22&'

&

$'

$

2)&2

&

头孢西丁
$'

$

$%&'

&

2

$

%/&)

&

环丙沙星
2+

$

+/&+

&

$(

$

'+&+

&

左氧氟沙星
2$

$

+'&(

&

*

$

)2&'

&

庆大霉素
+$

$

'+&$

&

*

$

)2&'

&

阿米卡星
/

$

2&%

&

)

$

$)&2

&

亚胺培南
(

$

(

&

(

$

(

&

美罗培南
(

$

(

&

(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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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尿路感染是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国内外研究表明#尿

路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中大肠埃希菌为最常

见)

+82

*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本院分离的革兰阴性菌占
/)&23

#

其中大肠埃希菌分离率占
'*&13

#为主要致病菌'本研究结

果显示#革兰阳性菌中#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其次为粪

肠球菌#这与李贵玲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显示#

本院尿路感染病例主要分布于泌尿外科(神经内科(肾内科(心

血管科和消化科#这与李晖婷等)

*

*

#王世瑜等)

1

*报道的结果相

似#这些科室易发生尿路感染可能与这些科室患者有泌尿系统

异常(尿路结石(前列腺肥大等疾病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
YZN-6

的检出率分别为
+%&%3

和
+(&(3

#这与国内有关研究结果相

当)

+

#

$(

*

'两种主要的革兰阴性病原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

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保持全敏感#对头孢菌素类抗菌药

物耐药率较高#这可能与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在临床的大量使

用和
YZN-6

的产生有关'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西丁和

阿米卡星有较好的敏感性#但由于阿米卡星的肾毒性和耳毒

性#临床医师治疗泌尿系感染应选择其他两种抗菌药物'

葡萄球菌属和肠球菌属是引起尿路感染的两种主要革兰

阳性菌)

$$8$%

*

'葡萄球菌属对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完全敏感%

肠球菌属中主要为粪肠球菌#粪肠球菌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

完全敏感#其次对氨苄青霉素较敏感#耐药率只有
*&)3

'因

此#临床上治疗由粪肠球菌引起的尿路感染万古霉素和利奈唑

胺可以作为首选药物'真菌引起的尿路感染也越来越多#临床

应根据感染菌的种类合理选择抗真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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