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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

耐药率$

B

%

+

类整合子阳性

菌株$

/ %̂E

%

/

耐药率$

B

%

!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 E$( "E #%$@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 ($D

$

&$&%

头孢唑啉
' "($& %( @?$"

#

&$&%

头孢西丁
# E$( "& "?$%

#

&$&%

头孢曲松
" #$# %( @?$"

#

&$&%

头孢吡肟
& &$& "E #%$@

#

&$&%

氨曲南
& &$& #? %"$?

#

&$&%

厄他培南
& &$& # ($D

$

&$&%

亚胺培南
& &$& # ($D

$

&$&%

美罗培南
& &$& # ($D

$

&$&%

阿米卡星
& &$& % @$(

#

&$&%

庆大霉素
# E$( #@ %($D

#

&$&%

妥布霉素
" #$# "( #E$"

#

&$&%

环丙沙星
# E$( #" (?$@

#

&$&%

左氧氟沙星
# E$( "D ("$%

#

&$&%

复方磺胺甲唑
' "($& (% 'E$?

#

&$&%

头孢哌酮"舒巴坦
" #$# D "($&

#

&$&%

表
(

!!

耐药基因的检出结果#

B

$

SZ:XG >05!S+ >05Z2` >05;!Y1+1" >05;!Y1+1@ >05a9;

阳性
D?$' @#$@ E#$@ D"$E D$"

阴性
D$& "&$& %$& D$& #$&

B$C

!

相关耐药基因的检出情况
!

SZ:XG

阳性的肺炎克雷伯菌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HK_X5>+8N

!

Z8

4

K8I>8J#&"D

!

/̀0$(?

!

]/$"?



>05!S+D?$'B

*

>05Z2̀ @#$@B

*

>05;!Y1+1"E#$@B

*

>05;!Y1

+1@D"$EB

*

>05]*+&B

*

>05a9;D$"B

#见表
(

及图
#

*

(

)

图
#

!!

Z2`

基因型
9;<

检测结果

图
(

!!

;!Y1+1@

基因型
9;<

检测结果

C

!

讨
!!

论

!!

肺炎克雷伯菌是临床检出率较高的肠杆菌科致病菌#通常

存在于人体的体表*鼻咽部及肠道等处#当机体免疫力降低或

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抗菌药物导致菌群失调时可引起感染#常见

感染有肺炎*泌尿道和创伤感染#有时引起严重的脓毒症*脑膜

炎及腹膜炎等)肺炎克雷伯菌的主要耐药机制包括产生抗菌

药物灭活酶*抗菌药物渗透障碍$生物被膜和外膜孔蛋白缺

失%*药物作用靶位的改变*主动外排泵系统的亢进作用*整合

子等)

整合子可捕获耐药基因并且通过整合酶将其整合后表达#

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又能介导耐药基因转移#为深入研究细菌

耐药及传播机制提供了新方向'

(

(

)大多数耐药基因盒由
+

类

整合子携带#包括
&

1

内酰胺类$青霉素类*孢菌素类%*喹诺酮类

大环内酯类及磺胺类耐药有关基因'

(1E

(

)

整合子是存在于细菌质粒和$或%染色体上的一种遗传结

构#它具有捕获*重排和表达耐药基因的能力#细菌多重耐药迅

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

(

)整合子在整合酶的催化下#能通过位点

专一重组系统整合外来的耐药基因#使耐药基因不断地积累#

从而使细菌具有耐药性和多重耐药性#并通过整合机制使得耐

药基因快速传播'

'

(

)整合子分成两大群!可移动整合子和超级

整合子'

E

(

)可移动
+

类整合子广泛地分布于寄生性和腐生性

菌株中#在革兰阴性临床菌株中#

+

类整合子更为常见且有较

高的耐药基因携带率'

D1?

(

)整合子在参与细菌耐药性的传播和

扩散方面受整合子整合酶*整合子基因盒以及
+

型整合子样结

构和插入序列共同区$

RZ;<"

%等物质的作用和影响)有文献

报道#

RZ;<"

的广泛存在可能会造成多种耐药基因的流行和跨

种属传播'

@

(

)

SZ:XG

是肺炎克雷伯菌产生耐药的主要机制)自
"@@E

年

第
"

例
Z2`

型
SZ:XG

在中国被报道以来#我国
SZ:XG

发生

率一直上升#主要是
Z2`

*

!S+

和
;!Y1+

型)其耐药特点

是对青霉素*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均耐药#但可以被克拉维酸

等
&

1

内酰胺酶抑制剂所抑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
"&&

株肺炎克雷伯菌整合子的携

带情况与其耐药表型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在
"&&

株肺炎克雷伯

菌中有
%E

株细菌检出
+

类整合子#检出率为
%E$&B

#与文献

报道的肺炎克雷伯菌
+

类整合子的检出率
%D$@"B

相近'

"&

(

&产

SZ:XG

阳性率
("$&B

&药敏结果显示#

+

类整合子阳性菌株对氨

曲南*氨基糖苷类*头孢类以及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高于
+

类

整合子阴性菌株&

SZ:X

阳性的肺炎克雷伯菌耐药基因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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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肺炎克雷伯菌的主

要耐药机制与菌株携带产
SZ:XG

*

+

类整合子及相关耐药基因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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