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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病原微生物分布及耐药性研究!

王
"

静!吴文辉!蒋
"

自!胡
"

健

"宜兴市中医医院检验科!江苏宜兴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中青年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病原微生物分布及耐药状况%方法
"

选取该院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重症胰腺炎患者
!$+

例%分别采集标本进行分离培养!以
X;65Z"92DM

K

7?

全自动

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细菌和真菌的鉴定!并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细菌药敏试验!用
.6:P],-]8+

板条进行

真菌药敏试验%结果
"

!$+

例重症胰腺炎患者中!感染患者
*+

例!感染率为
""#"%c

%

*+

例感染患者共分离培

养出病原菌
)!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

株!占
)*#$(c

#革兰阳性菌
!%

株!占
+)#"$c

#真菌
)

株!占
$#%(c

%大

肠埃希菌对头孢噻肟和氨苄西林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c

和
%!#%"c

#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和环丙沙

星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c

和
''#'%c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c

和
%%#%$c

#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c

和
%)#'!c

%结论
"

中青年重症胰腺

炎感染患者分离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头孢噻肟'氨苄西林'头孢他啶和环丙沙星耐药

率较高!主要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较高!主要真菌对伏立康唑耐药率较高!临床上应根据病原

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重症胰腺炎#

"

病原微生物#

"

耐药性#

"

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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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胰腺炎是常见的一种疾病(具有发病急)病

情重的特点%

!

&

'近年来(重症胰腺炎发病率呈不断上

升趋势(从而使得患者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受到严重

影响%

"

&

'目前(对于重症胰腺炎具体发病机制尚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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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确(认为主要是因暴饮暴食)胆道疾病以及酗酒

所致%

+9*

&

'重症胰腺炎常伴随多种并发症(如感染)代

谢紊乱)多器官功能衰竭)脓肿)胰腺坏死等(其中重

症胰腺炎合并感染是致使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之

一%

)

&

'因此(本文旨在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纳入的重症胰腺炎患者
!$+

例(分析其感染情

况及感染患者病原微生物分布和耐药性'现报道

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自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重症胰腺炎患者
!$+

例(依据/重症急性胰

腺炎诊治指南#

"(('

$0

%

&

&制定中关于重症胰腺炎的诊

断标准'纳入标准!#

!

$符合诊断标准-#

"

$年龄
!%

!

)$

岁-#

+

$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合并消化

道穿孔)肠瘘及肠出血者-#

"

$合并免疫缺陷)外伤者-

#

+

$精神疾病者'纳入的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病

程
!

!

"*J

(平均病程#

!!#*)h"#%'

$

J

'

A#B

"

感染诊断标准
"

依据原卫生部
"((!

年颁布的/医

院感染诊断标准0确立医院感染标准(根据临床表现)影

像学诊断)细菌学培养)实验室常规检查等证实'

A#C

"

病原菌分离及药敏试验
"

采集患者腹腔脓液)

痰液及尿液等标本(将其置于无菌培养瓶中(立即送

检(再将采集的样本分别接种于血平板上(将其放置

于
)c2Y

"

)

+'d

培养箱中培养
*%J

(分离培养出病原

微生物(以
X;65Z"92DM

K

7?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进行细菌和真菌的鉴定(并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细菌

药敏试验(用
.6:P],-]8+

板条进行真菌药敏试

验'质控菌株!大肠埃希菌
.622")$"+

(金黄色葡萄

球菌
.622"$"!+

(肺炎克雷伯菌
.622'((&(+

'

A#D

"

观察指标
"

#

!

$观察重症胰腺炎感染情况-#

"

$

观察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

+

$观察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

$观察主要革

兰阳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

$观察主要真菌对抗

菌药物耐药率'

A#I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统计学软件
8188""#(

进行

相关统计分析(将本研究数据统一录入
5RN=C

软件(计

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表示'

B

"

结
""

果

B#A

"

重症胰腺炎感染情况
"

!$+

例重症胰腺炎患者

中(感染患者
*+

例(感染率为
""#"%c

'其中腹腔感

染
!'

例(呼吸道感染
!(

例(留置管感染
$

例(血流感

染
'

例'

B#B

"

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
"

*+

例感

染患者共分离培养病原菌
)!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

株(占
)*#$(c

-革兰阳性菌
!%

株(占
+)#"$c

-真菌
)

株(占
$#%(c

'革兰阴性菌中(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其

次为肺炎克雷伯菌-革兰阳性菌中(以金黄色葡萄球

菌为主(其次为表皮葡萄球菌-真菌中(以白色假丝酵

母菌为主'见表
!

'

表
!

""

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

病原菌 株数#

%

$ 构成比#

c

$

革兰阴性菌
"% )*#$(

"

大肠埃希菌
!! "!#)'

"

肺炎克雷伯菌
$ !'#&)

"

流感嗜血菌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阴沟肠杆菌
" +#$"

革兰阳性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表皮葡萄球菌
' !+#'+

"

肠球菌属
" +#$"

真菌
) $#%(

"

白色假丝酵母菌
* '#%*

"

丝状菌
! !#$&

合计
)! !((#((

B#C

"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

大肠埃希

菌对头孢噻肟和氨苄西林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c

和
%!#%"c

-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和环丙

沙星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c

和
''#'%c

'见

表
"

'

表
"

""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情况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f!!

$

株数#

%

$ 耐药率#

c

$

肺炎克雷伯菌#

%f$

$

株数#

%

$ 耐药率#

c

$

头孢他啶
* +&#+& % %%#%$

头孢曲松
) *)#*) + ++#++

头孢噻肟
!( $(#$! ! !!#!!

左氧氟沙星
" !%#!% ! !!#!!

环丙沙星
* +&#+& ' ''#'%

亚胺培南
! $#($ * **#**

美罗培南
" !%#!% ) ))#))

氨苄西林
$ %!#%" ! !!#!!

氨曲南
+ "'#"' " ""#""

表
+

""

主要革兰阳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f$

$

株数#

%

$ 耐药率#

c

$

表皮葡萄球菌#

%f'

$

株数#

%

$ 耐药率#

c

$

青霉素
$ !((#(( & %)#'!

红霉素
% %%#%$ & %)#'!

万古霉素
( (#(( ( (#((

庆大霉素
" ""#"" + *"#%&

替考拉宁
( (#(( ( (#((

克林霉素
* **#** ! !*#"$

莫西沙星
" ""#"" + *"#%&

利福平
! !!#!!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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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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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C#+$

!

,D#"!



B#D

"

主要革兰阳性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

金黄色葡

萄球菌对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c

和
%%#%$c

-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和红霉

素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c

和
%)#'!c

'见表
+

'

C

"

讨
""

论

""

重症胰腺炎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胰腺局部炎性

反应(且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

&

'重症胰腺炎

的发病诱因复杂多样(且病理发展很快(临床上难以

确定是何种诱因引起重症胰腺炎的发生%

%9!(

&

'目前(

多采用全身支持)镇静镇痛)抗感染及胃肠道减压等

治疗(但其疗效并不十分理想'

重症胰腺炎早期病死率高(若后期合并感染则会

使得病死率明显上升(后期#感染期$发病
*

周以后(

可出现胰腺和胰周坏死组织合并感染)深部真菌感染

及全身细菌感染等(继而会导致出现消化道瘘)感染

性出血等%

!!9!+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例重症胰腺炎

患者中(感染患者
*+

例(感染率为
""#"%c

(具有较高

的感染率(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病原菌较为复杂(耐

药率高(由于胰腺存在+血胰屏障,(应及时送检微生

物标本(按照病原菌鉴定和药敏试验结果(合理应用

抗菌药物'有研究报道显示(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中

病原菌分布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革兰阳性菌(

再次为真菌%

!*

&

'而本研究结果表明(

*+

例感染患者

共分离培养病原菌
)!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

株(革

兰阳性菌
!%

株(真菌
)

株(说明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

中病原菌分布中(以革兰阴性菌最多(其次分别为革

兰阳性菌和真菌(与上述文献报道一致%

!*

&

'此外(有

报道认为重症胰腺炎合并感染发病率增加主要与病

菌检测技术发展和大量使用抗菌药物相关'为避免

广谱抗菌药物的滥用(避免患者二次感染(应严格按

照抗菌药物药敏试验结果合理用药%

!)

&

'本研究结果

表明(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噻肟和氨苄西林耐药率较

高(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和环丙沙星耐药率较

高(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较高(

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较高'但本

文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纳入研究对象相对较少(因

此(还需在后续中增加纳入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入研

究(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D

"

结
""

论

""

中青年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分离病原菌以革兰

阴性菌为主(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头孢噻肟)氨苄西林)

头孢他啶和环丙沙星耐药率较高(主要革兰阳性菌对

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率较高(主要真菌对伏立康唑耐

药率较高(临床上应根据病原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

果(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参考文献

%

!

& 徐进(张文远(谢吉良
#

乌司他丁与奥曲肽联合方案在老

年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V

&

#

中国临床医生

杂志(

"(!&

(

**

#

%

$!

"%9+!#

%

"

&

:;53W.WV

(

2YPP5_WV

(

,;-06;,-./58

(

=?7C#

1@=GFN?FA

L

>=U=@=7NO?=

K

7AN@=7?F?F>FANJFCG@=AB7>=GDA

>=@OMCF

K

7>=7AG27CNFOM

!

.MOC?FN=A?@=@=?@D>

K

=N?FU=ND9

JD@?>?OG

I

%

V

&

#17AN@=7?DCD

LI

(

"(!&

(

!&

#

*

$!

)"$9)+*#

%

+

&

;̂] <

(

8],`4

(

<5;P

(

=?7C#2CFAFN7C>?OG

I

DH:9MDG=

OC?@7>DOAG9

L

OFG=G@=?@D

K

=@F?DA=7C7AG7BGDMFA7CN7?J=?=@

?@=7?M=A?DH>=U=@=7NO?=

K

7AN@=7?F?F>

%

V

&

#WFA=@U72JF@

(

"(!&

(

'!

#

!

$!

")9+(#

%

*

& 夏书香(朴艺花(黄媛(等
#

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腹腔感

染病原菌分布与药敏分析%

V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9"())#

%

)

& 伏添(王学莉(童智慧(等
#

三种评分法对重症急性胰腺炎

病人并发胰腺感染预测价值的比较研究%

V

&

#

肠外与肠内

营养(

"(!&

(

"+

#

+

$!

!"$9!+"#

%

&

& 张圣道(雷若庆
#

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

V

&

#

中华外科

杂志(

"(('

(

!)

#

!(

$!

'"'9'"$#

%

'

& 中华医学会消化学分会胰腺疾病组
#

中国胰腺炎治疗指

南%

V

&

#

中华内科杂志(

"((*

(

*"

#

)

$!

"+&9"+%#

%

%

&

_] ;̂0Y,-

(

-]YV;5P.,-

(

205, _.,

(

=?7C#

27

K

?D

K

@FC

K

@=?@=7?M=A?

K

@D?=N?>?J=COA

L

7

L

7FA>?>=U=@=79

NO?=

K

7AN@=7?F?F>FAGON=GFA

E

O@

I

UF7FAJFBF?FA

L

7A

L

FD?=A>FA

;;

K

@DGON?FDA7AG>O

KK

@=>>FA

L

3JD

"

3Y2Z

K

7?JQ7

I

%

V

&

#

Z7DJ>FOA

L

VW=G8NF

(

"(!&

(

+"

#

$

$!

*+$9**)#

%

$

&

8W;6W

(

:]44;,-0Z6

(

:Y8W.:

(

=?7C#.BGDMF9

A7CNDM

K

7@?M=A?>

I

AG@DM=7AGFA?@797BGDMFA7CF>NJ=MF7

FA

K

7?F=A?>QF?J>=U=@=7NO?=

K

7AN@=7?F?F>

%

V

&

#<D@CGV

8O@

L

(

"(!&

(

*(

#

&

$!

!*)*9!*&!#

%

!(

&田邦妮(贺建华(黄梅
#

奥曲肽联合灯盏花素对重症急性

胰腺炎患者血液流变学)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及疗效研

究%

V

&

#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

(

!$

#

!'

$!

+%9*(#

%

!!

&阚娜(黄泽健
#

重症急性胰腺炎继发胰腺感染的相关危险

因素分析%

V

&

#

中国卫生统计(

"(!&

(

++

#

!

$!

'+9'*#

%

!"

&梁新文(徐星莉(徐星榕
#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继发胰腺

感染的危险因素研究%

V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9"(%"#

%

!+

&刘路培(刘明祥(罗毅
#

重症胰腺炎患者感染的临床分析

%

V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9*(("#

%

!*

&杨科(杨启(秦长岭
#

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腹腔感染的临

床诊断及治疗%

V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9!!"*#

%

!)

&宋月娟(冯强生(哈小琴
#

重症胰腺炎感染患者病原微生

物分布及耐药分析%

V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9"%)#

#收稿日期!

"(!%9(+9"+

"

修回日期!

"(!%9(&9(*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A?V/7BW=G

!

,DU=MB=@"(!%

!

XDC#+$

!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