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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该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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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肛周脓肿%肛瘘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变迁$方法
!

对该院
'.('

!

'.(-

年
((6

例肛周脓

肿%肛瘘患者脓液%瘘管分泌物标本细菌培养及药敏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检出
(65

株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

:94.W

#和厌

氧菌"

764'W

#为主&大肠埃希菌居首位"

6(49W

#!其次为肺炎克雷伯菌"

(84(W

#$单一细菌感染
-(

例"

9648W

#!混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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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7-49W

#$大肠埃希菌对多数药物的耐药率较高!对阿米卡星%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及亚胺培南耐药率较低$肺炎克雷伯菌对阿

莫西林'克拉维酸的耐药率最高!其次为氨苄西林!对头孢他啶%哌拉西林'三唑巴坦%氨曲南%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及亚胺培南无耐

药菌株$

'.('

!

'.(-

年!大肠埃希菌对各抗菌药物的耐药率逐年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大$结论
!

该院肛周脓肿%肛瘘病原菌以大

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率差异较大!应根据药敏实验结果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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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周脓肿(肛瘘均为肛肠外科常见病#属于肛周间隙化脓

性感染的不同病理阶段#急性期表现为肛周脓肿#若处理不当

或因病情进展自行破溃#可形成肛瘘)

(

*

'目前#对于肛周脓肿

多采用切开引流#再给予抗菌药物治疗)

'

*

'然而#随着抗菌药

物的广泛应用及无指征滥用#感染性疾病病原菌分布有了较大

变化#耐药菌株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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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了近
'

年肛周脓肿(

肛瘘感染病原菌培养及药敏实验结果#旨在了解病原菌谱及其

耐药性变化#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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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4A

!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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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院收治的肛周脓肿(肛瘘患

者
((6

例#男
8.

例(女
-6

例#年龄
'.

!

55

岁#平均$

-54'e

745

%岁&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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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平均$

(-46e'4-

%

G

'其中#肛周脓

肿
7(

例$肛周皮下脓肿
9:

例#直肠黏膜下脓肿
(7

例#高位肌

间脓肿
7

例%#肛瘘
6-

例'

A4B

!

方法

A4B4A

!

手术方法
!

生理盐水冲洗肛周及肛管直肠下端黏膜#

常规消毒铺巾后在肛周行扇形麻醉#在脓肿皮软部位行放射形

切口使脓液流出'彻底清除腔内坏死组织后使用过氧化氢溶

液(生理盐水等反复充分冲洗脓腔#修复创面#常规放置引流

条#加压包扎固定'

A4B4B

!

标本采集
!

在切开引流前#采用一次性注射器穿刺抽

取脓肿腔内脓液(瘘管分泌物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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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送细菌室培养'

细菌培养采用美国
]1

公司
]%R>QR:('.

型细菌培养仪#细

菌鉴定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ZV>QU&'R?!

D

,3+

全自动微

生物鉴定仪'结果判定及解释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

协会$

RS2V

%制定的相关标准'

A4B4C

!

药敏实验
!

药敏实验采用
U&]

试纸扩散法#药敏纸片

购自英国
XP?"G

公司'质控菌株大肠埃希菌$

%>RR'6:''

%(

金黄色葡萄球菌$

%>RR'6:'9

%(铜绿假单胞菌$

%>RR'8569

%

由细菌室保存'按
RS2V

的要求操作及判定结果'药敏纸片

抑菌环直径大于
(6!!

判为敏感#抑菌环直径小于或等于
(6

!!

判为中介#无抑菌环判为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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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B4A

!

细菌培养结果
!

((6

例患者均送检标本#其中
(.8

例细

菌培养阳性#阳性率为
:94.W

'共分离培养获得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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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同一患者多次培养获得的同种细菌未计入%#其中厌氧菌
(.9

株$

764'W

%#需氧菌
66

株$

9-45W

%&革兰阴性菌
(9(

株

$

5'4:W

%#其中大肠埃希菌
5(

株$

6(49W

%#其次为肺炎克雷伯

菌
'8

株$

(84(W

%&革兰阳性菌
'8

株$

(84(W

%'单一细菌感染

-(

例$

9648W

%#混合感染
8-

例$

7-49W

%'病原菌分布见表
(

'

B4B

!

病原菌耐药性
!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要病原

菌#故对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进行耐药性分析'大肠埃

希菌对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较高#仅对阿米卡星(替卡西林"

克拉维酸(亚胺培南敏感性较高'肺炎克雷伯菌对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耐药率最高$

:'46:W

%#其次为氨苄西林$

8-4.8W

%#

对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率都低于
6.4..W

#其中对头孢他啶(

哌拉西林"三唑巴坦(氨曲南(替卡西林"克拉维酸(亚胺培南敏

感率均达
(..4..W

'耐药性分析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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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埃希菌耐药性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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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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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肠埃希菌对

各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逐年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大'

'.('

年#对

阿米卡星(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
.4..W

#自
'.(9

年开始出现

部分耐药#但仍保持较高的敏感率&氨苄西林敏感率总体较低'

大肠埃希菌耐药性变迁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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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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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周脓肿(肛瘘患者病原菌分布

病原菌 株数$

=

% 构成比$

W

%

革兰阴性菌

!

大肠埃希菌
5( 6(49

!

肺炎克雷伯菌
'8 (84(

!

奇异变形杆菌
(. 749

!

脆弱拟杆菌
6 94'

!

产气肠杆菌
9 (4:

!

其他革兰阴性菌
6 94'

革兰阳性菌

!

葡萄球菌属
(7 (.4(

!

链球菌属
5 64(

!

其他革兰阳性菌
9 (4: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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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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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5(

%

敏感$

'

% 中介$

'

% 耐药$

'

% 耐药率$

W

%

肺炎克雷伯菌$

'['8

%

敏感$

'

% 中介$

'

% 耐药$

'

% 耐药率$

W

%

氨苄西林
7 ( 8- :(497 8 . '. 8-4.8

头孢唑林
'( 9 68 8.498 (7 9 5 ':479

复方磺胺甲唑
'. 6 67 7:4(- (8 ( : 99499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 7 66 784:. ' . '6 :'46:

头孢吡肟
'9 (' -7 6748: (: - - (-45(

头孢他啶
98 ' -' 6(456 '8 . . .4..

左氧氟沙星
98 6 9: -54(6 : 6 (9 -54(6

哌拉西林"三唑巴坦
97 5 98 -6475 '- 9 . .4..

庆大霉素
-. 8 9- -(4:5 '( . 7 ''4''

头孢曲松
-: - '5 9-468 (9 - (. 984.-

环丙沙星
-9 (. '5 9-468 (5 ' 8 '64:9

头孢西丁
6' - '6 9.457 (5 ' 8 '64:9

氨曲南
6: 9 (: '94-7 '9 - . .4..

妥布霉素
6. (- (8 '.4:: '' . 6 (546'

阿米卡星
7' (9 7 84-( '- ' ( 948.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86 . 7 84-( '6 ' . .4..

亚胺培南
8: . ' '4-8 '6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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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肠埃希菌耐药性变迁

抗菌药物
'.('

年

株数$

'

% 耐药菌株$

'

% 耐药率$

W

%

'.(9

年

株数$

'

% 耐药菌株$

'

% 耐药率$

W

%

'.(-

年

株数$

'

% 耐药菌株$

'

% 耐药率$

W

%

氨苄西林
'- '. 59499 (: (5 :-48- 95 97 :-48-

头孢唑林
'. (- 8.4.. '6 (6 7.4.. 97 '5 88485

复方磺胺甲唑
(5 (9 8'4'' (7 (' 864.. -8 9( 764:7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 7 6-466 -. '7 764.. 9. '9 87478

头孢吡肟
'6 (6 7.4.. '8 (6 66467 ': (7 664(8

头孢他啶
-7 '5 7.458 (' 7 6.4.. '9 5 9-485

左氧氟沙星
(8 8 -(4(5 96 (7 -648( ': (7 664(8

哌拉西林"三唑巴坦
'( 5 954(. (' 7 6.4.. -5 '9 -84:'

庆大霉素
'6 5 9'4.. ': (( 984:9 '8 (6 66467

头孢曲松
'5 (. 9648( '( 8 99499 9' (( 9-495

环丙沙星
9- (( 9'496 (5 8 9545: ': (. 9-4-5

头孢西丁
': 5 '846: '' 7 '84'8 9. (( 97478

氨曲南
99 : '84'8 (6 - '7478 99 7 (54(5

妥布霉素
': 7 '.47: (' ' (7478 -. : ''46.

阿米卡星
(5 . .4.. '- ( -4(8 9: 6 ('45'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 ( -4(8 9( ' 74-6 '7 9 ((46-

亚胺培南
(6 . .4.. ': . .4.. 98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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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有研究显示#

:6W

以上的肛周脓肿由肛腺(肛窦感染所致#

其治疗原则是及时切开引流#控制感染与避免复发)

-

*

'以往认

为#肛周脓肿(肛瘘的主要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

菌(链球菌属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且
77W

的患者为厌氧菌感

染#故多采用广谱药物进行抗菌药物联合治疗#从而导致耐药

菌株及二重感染的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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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及时掌握肛周脓肿(肛

瘘病原菌种类及其耐药性变迁#对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有重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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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

本研究细菌培养结果显示#

'.('

!

'.(-

年本院肛周脓肿(

肛瘘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

:94.W

%和厌氧菌$

764'W

%为主#大

肠埃希菌$

6(49W

%(肺炎克雷伯菌$

(84(W

%是最为常见的
'

种

病原菌#与国内类似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7

*

'究其原因#其一是

由于该病的原发病灶多处于肠道末端#以肠道寄生菌感染为

主#其二是由于抗菌药物的应用增强了肠道菌群耐药性#内源

性感染风险升高'有研究认为#在肛腺感染阶段及时行抗革兰

阴性杆菌和厌氧菌感染为主的治疗#可有效控制炎症进展#阻

止感染向肛周发展#从而降低肛周脓肿的形成风险)

8

*

'

药敏实验结果表明#大肠埃希菌对常用的氨苄西林(复方

磺胺甲唑及第一(二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均较高#对阿米卡

星(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及亚胺培南则高度敏感'肺炎克雷伯

菌导致的肛周脓肿与其他部位感染不同#故其对主要抗菌药物

的敏感率相对较高#尤其对头孢他啶(哌拉西林"三唑巴坦(氨

曲南(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及亚胺培南尚未出现耐药菌株#但对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耐药率较高'因此#有必要暂停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的使用#且在经验用药时#应慎

用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唑等敏感率不足
8.W

的抗菌药

物'

'.('

!

'.(-

年#大肠埃希菌对不同抗菌药物的耐药率逐

年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值得一提的是阿米卡星(亚胺培南

从
'.(9

年起出现少量耐药菌株#应高度警惕#有必要采取必要

措施防止耐药株的扩散'

综上所述#本院肛周脓肿(肛瘘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为主#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率差异较大'因此#

应重视标本送检与病原菌培养#并根据药敏实验结果选择敏

感(高效的广谱抗菌药物#从而减少耐药菌株和二重感染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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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陕西地区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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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指标检测结果!同时探讨孕期
>X#R\

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对
>X#R\

感染孕妇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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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总体阳性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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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必须引

起重视$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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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有极其重要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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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组病原体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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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病原体感染人群广泛#其中危害性以围产期孕妇感染最为

严重'孕妇感染后症状轻微#甚至无症状#但若造成宫内感染#

可导致胎儿发育异常#甚至导致流产(早产(死胎(畸胎等#也可

能导致新生儿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严重先天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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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是国内孕前(孕期常规检测项目#但各地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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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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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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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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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医院按照要求采集受检者外周血标本#及时

分离血清标本后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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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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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德国维润赛润公司试剂盒#

V

H

T

检测采用爱

尔兰
>E"="+

M

]"?+*3CISR

公司试剂盒'酶标仪采用美国赛默

飞世尔公司
)U9

型酶标仪'采用
-.6

"

-6.

(

79.=!

在酶标仪

上进行双波长比色#均在反应终止后
9.!"=

内读取光密度值

$

X1

%'结果判断标准!标本
X1

值大于临界值判为阳性#标本

X1

值小于临界值判为阴性'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操

作严格按照试剂盒及仪器说明书进行'

B

!

结
!!

果

67:

例孕妇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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