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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该院葡萄球菌种类分布特征及耐甲氧西林菌株检出情况'方法
!

回顾分析该院
"$$/

年
!

月至
"$!8

年

!"

月从各种标本中检出的葡萄球菌的种类组成及耐甲氧西林菌株情况'结果
!

%

年共分离到葡萄球菌
8/-!

株!由
"!

个种及亚

种组成!另有
!8

株未鉴定到种'

"$$/

$

"$!8

年菌种组成呈递增趋势!

"$$/

年由
/

种组成!至
"$!8

年达到
!"

种'各年均以金黄

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和人型葡萄球菌为主'金黄色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菌株检出率自
"$!!

年出现明显下

降!从
"$!$

年的
.-#85

降至
"$!8

年的
"/#-5

'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人型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菌株及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耐甲氧西林菌株平均检出率较高!在
.$#$5

左右保持稳定!各年有波动性变化'结论
!

该院葡萄球菌菌种分布逐年复杂!提

示条件致病葡萄球菌引起感染的机会增多!耐甲西林菌株检出率较高!临床应注意合理用药'

关键词"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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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是引起临床感染的重要病原菌#在临床微生物实

验室分离到的阳性球菌中占很大的比例#目前属内共有
--

个

种和亚种)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VCJ

&是院内感染和社区感染常

见的革兰阳性菌#常引起化脓性感染#严重者可引起肺炎'脓毒

血症等全身重症感染)

"

*

(随着现代疾病的复杂化#严重的原发

疾病损伤患者免疫功能'侵袭性治疗手段的应用及免疫抑制剂

的使用#作为条件致病菌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1V

&引起

的临床感染也不断增加(

(>1V

种类繁多#自
!%-!

年首次发

现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4V2

&以来#耐甲氧西林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4(>1V

&因其与
)4V2

具有同样严重的

耐药性#成为临床抗感染治疗的难题(本研究对本院
"$$/

年

!

月至
"$!8

年
!"

月分离的
8/-!

株葡萄球菌进行种类分布和

耐甲氧西林株检出率分析#旨在了解本院葡萄菌种类分布特征

和耐甲氧西林株发生情况(

?

!

材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

年
!

月至
"$!8

年
!"

月本院各临床科室

送检的各类标本中分离的
8/-!

株葡萄球菌#分析其种类分布

及耐甲氧西林株发生情况(同一患者相同部位检出的同一细

菌不重复统计(

?#@

!

仪器与试剂
!

体液培养使用法国梅里埃公司提供的

+CH=

"

2G@FA80"6$

及美国
+0

公司提供的
+CHA@H%"6$

全自动

血培养仪和相应配套培养瓶(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使用德国

西门子公司提供的
):H>F;HC<cCGKPC

O

6$

系统及
3(88

测试

板'法国梅里埃公司提供的
':A@K"(>M

E

CHA

系统及
]3

'

]3-.

测试板(固体培养使用广州迪景公司提供的哥伦比亚血平板(

质控菌株
VCJ2=(("/%"8

#粪肠球菌
2=(("%"!"

#均由原卫

生部临检中心提供(

?#A

!

方法
!

细菌分离培养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进行操

作#各类标本分离培养及体液培养仪器报告阳性后转种均使用

哥伦比亚血平板(固体培养基培养
!7D

后挑取可疑菌落使用

仪器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

会$

(TVY

&

"$!"

版相关文件规定的折点判断药敏结果(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D><@A/#-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

@

!

结
!!

果

@#?

!

菌种分布
!

8/-!

株葡萄球菌#由
"!

个种及亚种组成#另

+

7"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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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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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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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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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

株未鉴定到种的葡萄球菌属细菌(见表
!

(

@#@

!

耐甲氧西林菌株检出率
!

)4V2

检出率自
"$!!

年明显

下降#

"$!8

年检出率为
"/#-5

#耐甲氧西林的表皮葡萄球菌

$

)4V*

&#耐甲氧西林的
VDG

'

VD>

#以及所有
)4(>1V

平均检

出率无明显变化#见表
"

(

表
!

!!

葡萄球菌种类及数量分布%

$

&

细菌
"$$/

年
"$$-

年
"$$.

年
"$$7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8

年 合计

VCJ

$株&

!-8 7% !8/ !7" "86 !-% "$/ "8% "!% !-8/

V@

E

$株&

!7. !76 %8 !!7 .% -$ !-% !6. !.. !"!6

VDG

$株&

" $ 6 88 6. "! /. -$ %8 8!.

VD>

$株&

! $ ! - "" "$ "7 /% -6 "$!

VC

E

$株&

!! !! $ " ! ! " " " 8"

VHC

$株&

$ $ $ $ 8 ! 6 . !- 8!

VPC

$株&

$ $ $ ! " 8 !" - $ "6

VAH

$株&

$ $ $ $ ! " 6 !$ $ !.

V;:

$株&

$ $ $ ! 6 - $ $ - !.

VJF

$株&

$ $ $ " " $ $ $ !! !/

VJG

$株&

$ $ $ ! ! ! " - $ !!

VC:

$株&

$ $ $ $ $ $ " / 8 !$

V;I

$株&

$ $ $ " $ $ " " 8 %

VGJ

$株&

$ $ $ $ ! ! $ $ / .

V;F

$株&

$ $ $ $ ! " $ $ $ 8

V:A

$株&

$ $ $ $ ! $ $ $ $ !

VKG

$株&

$ $ $ $ ! $ $ $ $ !

VH

B

$株&

$ $ ! $ $ $ $ $ $ !

VC@

$株&

$ $ $ ! $ $ $ $ $ !

VD

O

$株&

$ $ $ $ $ ! $ $ $ !

VQ

O

$株&

$ $ $ $ $ $ $ $ ! !

VH<

$株&

$ $ 8 ! 8 " $ $ 6 !8

种数$种&

/ 8 / !! !/ !8 !! !! !" e

!!

e

!无数据%

V@

E

!表皮葡萄球菌%

VDG

!溶血葡萄球菌%

VD>

!人型葡萄球菌%

VC

E

!腐生葡萄球菌%

VHC

!头状葡萄球菌头状亚种%

VPC

!沃氏葡萄球菌%

VAH

!科氏葡萄球菌科氏亚种%

V;:

!模仿葡萄球菌%

VJF

!头状葡萄球菌解脲亚种%

VJG

!科氏葡萄球菌解脲亚种%

VC:

!耳葡萄球菌%

V;I

!施氏葡萄球菌%

VGJ

!路邓葡萄球菌%

V;F

!松鼠葡萄球菌%

V:A

!中间葡萄球菌%

VKG

!克氏葡萄球菌%

VH

B

!产色葡萄球菌%

VC@

!阿尔莱特葡萄球菌%

VD

O

!猪葡萄球菌%

VQ

O

!

木糖葡萄球菌%

VH<

!葡萄球菌属(

表
"

!!

"$$/

$

"$!8

年主要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株检出率%

5

&

细菌
"$$/

年
"$$-

年
"$$.

年
"$$7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8

年

)4V2 .6#7 -7#/ .6#7 .%#! ..#7 .-#8 /7#/ 87#! "/#-

)4V* ..#$ ./#$ ./#8 ."#% .7#/ ./#. 7%#8 .%#- .-#7

VDG e e e -%#. 7.#" %"#7 7%#/ 78#8 77#$

VD> e e e e ..#8 -8#- -.#% -6#6 -!#$

)4(>1V /$#$ $#$ 8/#. 6$#/ ."#" -6#$ ..#$ --#% .!#$

!!

e

!当年未检出或检出数量小于
!$

株#因不具代表性#不予统计(

A

!

讨
!!

论

葡萄球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

VCJ

具有酶类'毒素等多种

致病因子#是临床重要的致病菌(

(>1V

是人体皮肤黏膜正常

菌群之一#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

8

*

(本研究显示#本院自

"$$/

年
!

月至
"$!8

年
!"

月#

%

年间共分离到葡萄球菌
8/-!

株#由
"!

个种及亚种构成#另有
!8

株未鉴定到种(

VCJ

和
V@

E

是分离最多的菌种#其次是
VDG

和
VD>

#

6

种细菌占所有葡萄球

菌比例分别为
6/#%5

'

86#!5

'

7#%5

'

/#-5

(其他菌种所占

比例较少#各年散在分布#除
VC

E

外#

(>1V

近年分离数量高于

早期分离数量#除近年标本量增多的因素外#也说明其作为条

件致病菌引起临床感染的机会在不断增加(在种类构成上#

"$$/

$

"$$.

年构成较简单#只有
8

$

/

种构成#自
"$$7

年上

升#由
!!

个种构成#并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

"$$%

年最高达到

!/

种葡萄球菌(说明除
V@

E

'

VDG

和
VD>

外#其他
(>1V

引起感

染的趋势也在增加(

一些葡萄球菌因其携带有
M@H2

基因#

M@H2

编码青霉素

结合蛋白$

3+3"C

&#而
3+3"C

降低了对
"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的

亲和力导致细菌对
"

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

6

*

#称为耐甲氧西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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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A>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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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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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葡萄球菌(因其严重且广泛的耐药性#成为临床抗感染治

疗的难题(本研究还显示#

"$$/

$

"$$.

年#

)4V2

检出率在

./#$5

左右#

"$!!

年开始下降为
/7#/5

#高于原卫生部全国细

菌耐药监测$

)>D<CF:<

&发布的
"$!!

年全国
)4V2

平均检出

率
/$#/5

#但与西南地区的
/-#%5

基本一致)

/

*

(

"$!8

年#本院

)4V2

检出率下降为
"/#-5

#说明近年经过原卫生部门抗菌

药物专项整治后#抗菌药物的合理规范使用使
VCJ

的耐药性得

到改善#但如此大的变化#也可能是细菌本身发生了某种未知

的变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4V2

毒性并不比普通的
VCJ

更

强#只不过由于其抗甲氧西林#使治疗更为困难)

-

*

#因此#

)4,

V2

检出率减低#对临床抗感染治疗是非常有利的(

V@

E

是临

床检出最多的
(>1V

#

)4V*

的检出率
%

年一直保持在
./#$5

左右#最高为
"$!!

年的
7%#85

#平均稍低于
)>D<CF:<

发布的

"$!!

年全国平均检出率
7"#-5

)

/

*

#高于李廷军等)

-

*报道的

-.#65

#

"$!"

年后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VDG

和

VD>

常引起免疫低下患者感染#与其他
(>1V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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