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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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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临产妇宫颈分泌物培养鉴定结果及药物敏感试验!了解生殖道常见致病菌的分布及耐药性&方

法
!

收集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临产妇!对其宫颈分泌物行细菌培养!同时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

%"%#

例标本中分离出
,%!

例阳性标本!阳性检出率为
#'&#7

$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

株!占
",&-7

$革兰阴性杆菌
#.$

株!

占
!$&67

$真菌
#!#

株!占
%6&$7

&革兰阳性球菌和革兰阴性杆菌均对万古霉素敏感度最高&结论
!

临产妇宫颈分泌物菌群分

布广!细菌耐药品种有差异&

关键词"宫颈分泌物$

!

细菌培养鉴定$

!

药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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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关注生殖道健康已

成为常识#对孕妇生殖道感染尤其重视)引起阴道和宫颈炎症

的病原体有多种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真菌及原虫等'

"<#

(

)鉴

于孕妇和胎儿用药的特殊性#对临产妇的感染率及各种病原菌

的耐药情况各地区报道不一'

%<6

(

)现对
%"%#

例临产妇的宫颈

分泌物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以及不同菌群的耐

药率进行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该院产科病房住院的临产女性#年龄
"-

&

!%

岁#共
%"%#

例宫

颈分泌物标本进行普通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

B&C

!

标本采集
!

采用灭菌棉球擦取宫颈口分泌物#使用无菌

棉拭子插入宫颈管
#H0

处采集分泌物#转动并停留
"'

&

#':

#

拭子充分吸附分泌物#将无菌棉拭子尽快送检)

B&D

!

仪器与试剂
!

上海科玛嘉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哥伦比

亚血琼脂平板#巧克力色琼脂平板#念珠菌筛选显色平板#淋病

奈瑟菌平板%美国
=C>G01

公司的
$7 *I

#

培养箱%法国生物

梅里埃公司的
+=O

细菌鉴定仪及配套的
+=O

鉴定和药敏

板条)

B&H

!

方法
!

将标本接种于哥伦比亚血琼脂平板*巧克力色琼

脂平板*淋病奈瑟菌平板和念珠菌筛选显色平板)

$7 *I

#

培

养箱内培养
"-

&

#!C

后#观察菌落形态#涂片染色#触酶和氧

化酶试验#根据情况使用相应的
+=O

鉴定板条)如
+=O

革兰

阴性杆菌鉴定*快速链球菌属鉴定*葡萄球菌属鉴定*酵母菌鉴

定和肠系杆菌科*其他非苛养革兰阴性杆菌鉴定板条#以及相

应的药敏板条)鉴定值均大于
.67

)

B&I

!

质控菌株
!

大肠埃希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6-$%

#粪 肠 球 菌

+=**#.#"#

#由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提供)每周进行室内质

控检测)

B&J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PN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使用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各年龄段细菌培养结果
!

%"%#

例临产妇分为低龄产妇

$

'

#'

岁&*适龄产妇$

#"

&

%!

岁&#高龄产妇$

&

%$

岁&共
%

组#

阳性率分别为
##&#7

*

#'&"7

*

#"&67

)各年龄段细菌培养阳

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各年龄段细菌培养结果比较

年龄$岁&

&

阳性例数$

&

& 阳性率$

7

&

!

'

#' "%$ %' ##&# '&,$"

#"

&

%$ #-$! $6% #'&" '&-.6

&

%$ "!% %" #"&6 '&6%$

合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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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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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分布及构成比
!

%"%#

例标本中#阳性
,%!

例#阳性

率
#'&#7

#共检出菌株
,!$

株)

"

种细菌感染
,#!

例%

#

种混合

感染
.

例#其中白假丝酵母菌合并其他细菌感染
"

例#大肠埃

希菌合并粪肠球菌感染
%

例%

%

种混合感染
"

例#为无乳链球

菌合并粪肠球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革兰阳性球菌
"'-

株#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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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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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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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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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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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7

%革兰阴性杆菌
#.$

株#占
!$&67

%真菌
#!#

株#占

%6&$7

)

C&D

!

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

$

"

&革兰阳性球菌中#肠球菌属
$!

株对青霉素*氨苄西林*万古霉素*左氧氟沙星*替考拉宁的耐

药率为
'

%对呋喃妥因*环丙沙星*庆大霉素耐药率均低于

"'7

%而对红霉素*四环素*利福平*喹奴普汀"达福普汀的耐药

率较高$

%

,'7

&#其中对喹奴普汀"达福普汀耐药率最高#达

--&#7

)链球菌属中的无乳链球菌共
%'

株#对青霉素的耐药

率为
'

%对氯霉素*万古霉素*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均低于
"'7

%

对四环素的耐药率最高#达
6,&67

)葡萄球菌属共
".

株#对

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呋喃妥因*夫西地酸的耐药率为
'

%而对

青霉素*红霉素*苯唑西林的耐药率较高#均高于
$$7

#其中对

青霉素的耐药率最高#达
-!&#7

)$

#

&革兰阴性杆菌中#大肠

埃希菌共
""6

株#对阿米卡星*亚胺培南*美洛培南耐药率最

低#均低于
"7

)对阿莫西林*哌拉西林*替卡西林*头孢噻吩

的耐药率均高于
6'7

#其中阿莫西林耐药性最高#达
-"&#7

)

其他肠杆菌科细菌共
6'

株#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奈替米星

耐药率最低#只有
"&!7

%对阿莫西林耐药率最高#达
.#&.7

#

其次为头孢噻吩#达
-"&!7

)非发酵菌属对氨苄西林
`

舒巴

坦耐药率高达
"''7

#对复方磺胺甲唑的耐药率为
.6&.7

#

对其他药物的耐药率普遍较低)见表
#

*

%

)

表
#

!!

革兰阳性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抗菌药物
肠球菌属$

&5$"

&

株数$

&

& 耐药率$

7

&

无乳链球菌$

&5%'

&

株数$

&

& 耐药率$

7

&

葡萄球菌属$

&5".

&

株数$

&

& 耐药率$

7

&

青霉素
' ' ' ' ", -!&#

氨苄西林
' ' \ \ \ \

红霉素
%# ,#&6 "- ,'&' "! 6%&!

四环素
!' 6-&! #% 6,&6 - !#&"

氯霉素
"# #%&$ " %&% \ \

利福平
%- 6!&$ \ \ # "'&$

环丙沙星
! 6&- \ \ \ \

左氧氟沙星
' ' . %'&' ! #"&"

万古霉素
' ' # ,&6 ' '&'

替考拉宁
' ' \ \ ' '&'

呋喃妥因
" #&' \ \ ' '&'

庆大霉素
% $&. \ \ ! #"&"

喹奴普"达福普汀
!$ --&# 6 #%&% # "'&$

头孢噻肟
\ \ # ,&6 \ \

克林霉素
\ \ ", $%&% ! #"&"

复方磺胺甲唑
\ \ \ \ 6 %,&-

米诺环素
\ \ \ \ " $&%

诺氟沙星
\ \ \ \ ! #"&"

夫西地酸
\ \ \ \ ' '&'

苯唑西林
\ \ \ \ "' $#&,

!!

注!

\

表示无数据)

表
%

!!

革兰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5""6

&

株数$

&

& 耐药率$

7

&

其他肠杆菌科$

&56'

&

株数$

&

& 耐药率$

7

&

非发酵菌$

&5.$

&

株数$

&

& 耐药率$

7

&

阿莫西林
.$ -"&# ,$ .#&. \ \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 $&" #- !'&' \ \

哌拉西林
-. 6,&" %# !$&6 , ,&%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 "&6 % !&% ! !&#

替卡西林
." 66&- !, ,$&6 "" ""&,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 %%&% ". #6&" "' "'&$

氨苄西林
`

舒巴坦
\ \ \ \ .$ "''&'

头孢噻吩
-$ 6#&, $6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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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革兰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5""6

&

株数$

&

& 耐药率$

7

&

其他肠杆菌科$

&56'

&

株数$

&

& 耐药率$

7

&

非发酵菌$

&5.$

&

株数$

&

& 耐药率$

7

&

头孢西丁
"' -&$ %" !!&% \ \

头孢噻肟
," $#&" ", ##&. \ \

头孢他啶
6" ,'&6 #, %6&" "' "'&$

头孢吡肟
6' $.&- #" %'&' ' '&'

头孢呋辛
6- ,,&6 $' 6"&! \ \

美洛培南
" '&- " "&! # #&"

亚胺培南
" '&- " "&! "" ""&,

复方磺胺甲唑
$' !#&6 #" %'&' .% .6&.

妥布霉素
!! %6&, 6 "'&' ! !&#

阿米卡星
" '&- ' '&' ' '&'

庆大霉素
!% %,&- "" "$&6 $ $&%

奈替米星
## "-&- " "&! \ \

环丙沙星
%, %'&- % !&% % %&#

多粘菌素
\ \ \ \ % %&#

!!

注!

\

表示无数据)

D

!

讨
!

论

临产孕妇因宫缩导致宫口开大#宫颈展平#寄存于阴道*宫

颈管内的条件致病菌可能上行感染引起绒毛膜羊膜炎#子宫内

感染*胎膜早破及羊膜感染综合征而影响胎儿#增加新生儿感

染发病率#如吸入性肺炎*败血症等)同时也可能危及母体#造

成宫内感染及产褥期感染'

#

(

)因此#对临产妇宫颈分泌物进行

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及时采取抗感染控制措施#减少母婴感

染等并发症)

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生产并做宫腔培养检查

的临产妇
%"%#

例中#共培养出阳性
,%!

例#阳性率为
#'&#7

#

低于有关研究报道'

%<,

(

#略高于王芊等'

6

(的结果)本组分离菌

主要依次为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肠球菌*无乳链球菌#

与孙瑜等'

-

(报道的相符)检出的大肠埃希菌对阿米卡星*亚胺

培南*美洛培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头

孢西丁$第
#

代头孢类&等敏感率较高)头孢类属于
[T+O

类

药物#孕期及哺乳期可用%氨基糖苷类*亚胺培南均属
[T+*

类药物#建议临床谨慎使用#必要时可做血药浓度检测'

.

(

)

O

族溶血性链球菌$

MON

&定植于女性生殖道#是目前公认

的导致严重围生期感染的重要致病菌#可造成胎膜早破*早产*

产褥期感染*新生儿感染等'

"'

(

)本组检出
%!

株无乳链球菌#

占
-&##7

#应引起临床重视)本研究结果表明#

MON

对青霉素

非常敏感#且青霉素能通过胎盘#可对生殖道携带
MON

的孕妇

进行预防性治疗)真菌已成为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

""

(

)本

研究标本检出真菌感染约
%67

#以白色假丝酵母菌最多#由于

孕妇机体免疫力较差#侵袭性真菌感染日益增多)

综上所述#及时了解临产孕妇宫颈口菌群状况及药敏情

况#可指导临床做好围产期保健#对预防围产期感染具有积极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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