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检测试剂以冻干小球的形式存放于盘片中#携带方便#因

此非常适用于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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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何娟娟

"天津市儿童医院检验科
!

&000:/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医院患儿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标本'科室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选择抗菌药物提供参考&方法

!

收集
%0*.

年全年临床标本中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采用
\,ITZ%8$C1

4

K6?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鉴定'药敏试验及耐甲氧

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V("3

%的筛查&结果
!

"

*

%

%0*.

年共分离出
%*/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标本类型主要为痰'脓液及分泌物!分

别为
/0+:Y

'

&'+'Y

'

*/+0Y

$"

%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科室分布上以新生儿外科'呼吸科'心内科'急创烧伤科'感染科及
,$-

为主!

分别为
%'+.Y

'

*.+/Y

'

*0+&Y

'

F+&Y

'

:+.Y

'

G+.Y

$"

&

%

V("3

占
%*/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Y

!对苯唑西林'苄青霉素
*00Y

耐药!对利奈唑胺'利福平'替加环素'喹努普汀(达福普汀和万古霉素
*00Y

敏感$"

/

%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Y

!对

呋喃妥因'利奈唑胺'苯唑西林'利福平'替加环素'喹努普汀(达福普汀和万古霉素
*00Y

敏感&结论
!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

在不断增强!应根据药敏结果并结合患者情况!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尽量避免产生耐药性&

关键词"金黄色葡萄球菌$

!

临床分布$

!

耐药性分析

!"#

!

*0+&FGF

"

H

+D>>A+*G:&8/*&0+%0*G+*'+0/*

文献标识码"

3

文章编号"

*G:&8/*&0

"

%0*G

%

*'8%G*080&

!!

一直以来#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临床上常见的病原菌之

一#过去几十年里#也一直是引起医院及社区感染的最重要的

致病菌(

*8%

)

'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

V("3

&的分离率不断增高#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

也在不断增强#已经与艾滋病*乙型肝炎病毒合称为世界三大

难题(

&

)

'儿童尤其是婴幼儿由于免疫系统不成熟#成为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易感人群#严重时会造成死亡(

/

)

'为此#本文收集

并分析了本院
%0*.

年全年
%*/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情

况#为今后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D

!

资料与方法

D+D

!

菌株
!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全部来自
%0*.

年本院住

院患儿的临床标本#其中男
*0/

例#女
**0

例'标本类型包括

分泌物*痰液*脓液*血液*体液*尿液等'同一患者同类标本中

多次分离到的同一菌株不重复计入'质控菌株为金黄色葡萄

球菌
3I$$%F%*&

'

D+E

!

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

按照卫生部/全国临床检验操作

规程0#将合格标本接种于血平板和
V3$

平板#并置于
.Y

!

*0Y

的
$S

%

培养箱中
&.X

培养
*'

!

%/L

#形成金黄色*扁平#

大部分为
$

溶血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典型菌落#挑选可疑菌落涂

片*分纯并做触酶试验#触酶试验$

i

&'此菌落用法国生物梅

里埃公司
\,ITZ%8$C1

4

K6?

全自动细菌鉴定卡及
<#G'

药敏

分析系统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以敏感$

"

&*中介$

,

&*耐

药$

(

&报告结果'

D+F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S2TI.+G

软件建立药敏数据库#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离出的
V("3

和甲氧西林敏感金黄

色葡萄球菌$

V""3

&的耐药率之间的对比#使用统计软件

"#""*G+0

进行
!

% 检验#

!

$

0+0.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临床标本中的分布
!

金黄色葡萄球菌

在临床标本中的分布情况#见表
*

'

表
*

!!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标本中的分布及构成比

标本类型
)

构成比$

Y

&

痰
': /0+:

脓液
'& &'+'

+

0*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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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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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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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标本中的分布及构成比

标本类型
)

构成比$

Y

&

分泌物
&0 */+0

其他
*/ G+.

合计
%*/ *00

E+E

!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临床科室的分布
!

%*/

例金黄色葡萄

球菌主要分离自新生儿外科*呼吸科*心内科*急创烧伤科*感

染科及
,$-

等#见表
%

'

表
%

!!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科室分布及构成比

科室
)

构成比$

Y

&

新生儿外科
G* %'+.

呼吸科
&& *.+/

心内科
%% *0+&

急创烧伤科
%0 F+&

感染科
*G :+.

,$- */ G+.

其他
/' %%+/

合计
%*/ *00

E+F

!

V("3

与
V""3

菌株的检出率
!

%*/

株金黄色葡萄球

菌检出
G*

株$

%'+.Y

&

V("3

%

*.&

株$

:*+.Y

&

V""3

'

E+I

!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见表
&

'

表
&

!!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抗菌药物
"

$

)

&

,

$

)

&

(

$

)

& 耐药率$

Y

&

克林霉素
*0G 0 *0' .0+.

环丙沙星
%0% . : &+&

红霉素
.: * *.G FG+:

呋喃妥因
%** & 0 0

庆大霉素
*G0 . /F %%+F

利奈唑胺
%*/ 0 0 0

莫西沙星
%0: 0 : &+&

左氧氟沙星
%0G * : &+&

苯唑西林
*.& 0 G* %'+.

苄青霉素
%F 0 *'. 'G+/

利福平
%*/ 0 0 0

复方磺胺甲唑
*.: 0 .: %G+G

四环素
*:& 0 /* *F+%

替加环素
%*/ 0 0 0

喹努普汀"达福普汀
%*/ 0 0 0

万古霉素
%*/ 0 0 0

E+J

!

V("3

和
V""3

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情况经统计学软件

处理后的结果#见表
/

'

表
/

!!

V("3

与
V""3

的药敏结果

抗菌药物
V("3

"

$

)

&

,

$

)

&

(

$

)

& 耐药率$

Y

&

V""3

"

$

)

&

,

$

)

&

(

$

)

& 耐药率$

Y

&

!

克林霉素
F 0 .% '.+% FF 0 ./ &.+&

$

0+0.

环丙沙星
.. * . '+% */: / % *+&

$

0+0.

红霉素
% 0 .F FG+: .. * F: G&+/

$

0+0.

呋喃妥因
.' & 0 0 *.& 0 0 0

%

0+0.

庆大霉素
.. 0 G F+' *0. . /& %'+*

$

0+0.

利奈唑胺
G* 0 0 0 *.& 0 0 0

%

0+0.

莫西沙星
.G 0 . '+% *.* 0 % *+&

$

0+0.

左氧氟沙星
.G 0 . '+% *.0 * % *+&

$

0+0.

苯唑西林
0 0 G* *00 *.& 0 0 0

$

0+0.

苄青霉素
0 0 G* *00 %F 0 *%/ '*+0

$

0+0.

利福平
G* 0 0 0 *.& 0 0 0

%

0+0.

复方磺胺甲唑
.% 0 F */+' *0. 0 /' &*+/

$

0+0.

四环素
&: 0 %/ &F+& *&G 0 *: **+*

$

0+0.

替加环素
G* 0 0 0 *.& 0 0 0

%

0+0.

喹努普汀"达福普汀
G* 0 0 0 *.& 0 0 0

%

0+0.

万古霉素
G* 0 0 0 *.& 0 0 0

%

0+0.

F

!

讨
!!

论

临床标本中分离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应考虑为致病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是葡萄球菌属产毒素和毒性酶最多*毒力最强的

种类'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多为急性化脓性感染#如果未经治

疗#可能扩散到邻近组织或经菌血症转移至其他器官'也可引

起中毒性休克*肺炎*心内膜炎*骨髓炎*肾炎*肾脓肿*尿路感

+

**G%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G

年
F

月第
&:

卷第
*'

期
!

,A?[9K5V;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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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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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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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等%严重的可引起化脓性脑膜炎*败血症*脓毒血症%还可引

起烧伤样皮肤综合征和假膜性肠炎(

.

)

'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所选研究对象性别*科室分布*临床标

本类型等资料'此次研究表明#金黄色葡萄球菌主要来自呼吸

道#与李凤娥等(

G

)报道一致#痰占
/0+:Y

#脓液占
&'+'Y

#各类

分泌物所占比例也较高#为
*/+0Y

#其他各类标本均有检出'

<DNMM@j

等(

*

)的研究表明#金黄色葡萄球菌容易在新生儿

人群中定植#这一结论与本院新生儿科分离金黄色葡萄球菌率

高保持一致'

任南等(

:

)监测全国各地
:F

家医院显示#

V("3

分离率为

:F+F&Y

'另外#我国卫生部细菌耐药监测信息系统
%0**

年全

国监测
V("3

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0+00Y

#数据表明#随着

抗菌药物的普遍使用#

V("3

的分离率已非常高'此次本院

分离出的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
V("3

占
%'+.Y

#远远低

于李英(

'

)报道的
.*+/.Y

#提示本院细菌耐药情况控制得相对

较好'

%*/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苄青霉素*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的

耐药率分别为
'G+/Y

*

FG+:Y

和
.0+.Y

#表现出高耐药性'未

检出利奈唑胺*利福平*替加环素*喹努普汀"达福普汀和万古

霉素耐药株'虽然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环丙沙星*莫西沙星*左

氧氟沙星*利福平*四环素的耐药程度低#但是这些药物在患儿

的应用受到限制'

V("3

和
V""3

对克林霉素*环丙沙星*红

霉素*庆大霉素*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苯唑西林*苄青霉素*

复方磺胺甲唑和四环素的耐药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综上所述#细菌耐药现象越来越普遍#严重影响临床疗效#

增加患者负担#因此#临床抗感染治疗应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

择抗菌药物#尽量避免或延缓细菌产生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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