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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阴性菌可引起全身多组织&多器官及多系统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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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区获得性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主要病

原菌之一'随着广谱抗菌药物的大量应用%细菌耐药

已成为全世界备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革兰阴性菌

中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

菌&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等+超级细菌,的不断

出现给临床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同时%我国地域

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临床医生用药习惯的差异%使

各地区耐药情况不尽相同'建立本地区的细菌耐药

监测网%发布本地区的耐药监测数据尤为重要'陕西

省细菌耐药监测网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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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促进陕西省抗菌

药物的合理使用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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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陕西省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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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A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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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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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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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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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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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A@B 7@B ?@8 *@? '(@B ')@) *@; '7@7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A@; A@) A@' 8@7 ?@( 7@A *@? ';@* ')@A

头孢呋辛
7A@; 7;@) 7;@' A(@? ;B@) ;;@* _ _ _

头孢他啶
;A@( ;'@A ;'@A ))@; '*@B '7@* ;?@? A?@* ;A@(

头孢曲松
7A@B 7'@* 7;@) A;@* ;7@' ;;@7 A?@) 8(@) A7@*

头孢噻肟
7'@? 7'@B 8B@? A;@A A;@' ;'@* A?@8 'B@7 A'@B

头孢吡肟
;8@( ;A@' ;;@* )(@? '*@7 '?@' )'@* *@; '*@B

头孢西丁
')@? '8@8 'A@B ';@) '8@A 'A@A _ _ _

亚胺培南
'@A A@( '@) 8@' ?@? ;@' ;@? 7@* 8@B

美洛培南
'@? )@B '@' ;@; A@) )@? )@7 A@A 8@;

阿米卡星
A@( ;@7 ;@? 8@7 8@A A@B A@'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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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A

年

#

'g*?'(

$

)('8

年

#

'g''';*

$

)('7

年

#

'g'A)??

$

肺炎克雷伯菌

)('A

年

#

'g*?'(

$

)('8

年

#

'g88(B

$

)('7

年

#

'g?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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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沟肠杆菌

)('A

年

#

'g')'A

$

)('8

年

#

'g'8?)

$

)('7

年

#

'g'B;;

$

环丙沙星
7(@* 8*@A 7(@' 'B@) '7@; '8@7 '7@( '?@7 '7@A

左氧氟沙星
8?@* 8A@' 8A@* ';@; ''@A ')@( '8@( ';@7 ';@'

复方磺胺甲恶唑
8*@B 7'@8 7(@8 ;A@8 ;'@B )B@; ;'@* ;)@* )?@'

""

注!

_

表示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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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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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
铜绿假单胞菌

)('A

年#

'g;B'B

$

)('8

年#

'gA(7'

$

)('7

年#

'g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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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

)('A

年#

'g;?';

$

)('8

年#

'g)*'A

$

)('7

年#

'gA)?*

$

哌拉西林
)8@' )8@; )8@) _ _ _

头孢哌酮"舒巴坦
'8@A 'B@7 '*@7 A8@( ;*@? A;@7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A@* ';@( 'A@) 7(@A 7(@? 7(@?

头孢他啶
)(@' '7@8 'B@8 7A@; 8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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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未检测

表
7

""

)('A_)('7

年重要与特殊耐药菌检出率比较$

C

%

项目
)('A

年
)('8

年
)('7

年

大肠埃希菌对第
;

代头孢菌素耐药率
7A@; 7'@? 7'@A

肺炎克雷伯菌对第
;

代头孢菌素耐药率
A;@( ;?@B ;)@7

碳青霉烯类耐药大肠埃希菌检出率
)@; 8@? '@A

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
7@' B@B ;@)

碳青霉烯类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率
;)@7 )*@( )?@A

E

"

讨
""

论

""

比较
)('A_)('7

年陕西省细菌耐药监测数据%

总体水平与
3HM#"&E#

和
5+Y:60

来自全国的大数

据一致(

79B

)

'具体分析
;

年来革兰阴性菌检出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从
)('A

年的
77@*C

上升至
)('7

年的

7*@*C

'

标本来源中痰标本比例逐渐下降%血液&尿液&分

泌物和脓液标本比例不断上升'分析其原因%与临床

医生的认知和检验人员与临床的沟通密切相关'早

期临床仅追求送检率%痰标本最易获得%所以送检量

大%而忽视了如血液和无菌体液在诊断中的重要意

义'随着检验人员与临床不断的沟通%临床医生观念

的改变%痰标本送检量降低%血液和无菌体液等有意

义的标本量不断上升%从而引起革兰阴性菌标本来源

构成的改变'

)('A_)('7

年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第

;

代头孢菌素耐药率呈逐年下降态势'从
)('A

年的

A;@(C

和
;)@7C

下降至
)('7

年的
;)@7C

和
)?@AC

'

同时发现%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噻肟的

耐药率高于头孢他啶'分析其原因%肠杆菌科细菌对

第
;

代头孢菌素的耐药机制主要是耐药菌株携带有

超广谱
'

9

内酰胺酶#

6!,.F

$基因%苏惠婷等(

*

)研究发

现%血流感染中耐第
;

代头孢菌素的大肠埃希菌中

6!,.F

基因检出率高%其中
50f93

基因所占比例最

高%达
A(@(C

'同时%在欧美国家该类基因也有逐年

上升趋势(

'(

)

'位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其大肠埃希菌

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第
;

代头孢菌素耐药机制是否与

其他地区研究结果相同%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总体检

出率仍维持在较低水平#

$

'(@(C

$%但
)('8

年有上

升趋势'

)('8

年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为

8@?C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为
B@BC

%

均高于
)('A

年和
)('7

年'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

胞菌和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具有下降趋势'

革兰阴性杆菌对耐碳青霉烯类的主要机制是产生碳

青霉烯酶%目前流行的碳青霉烯酶主要为
1

类
h<5

型%

,

类
Y3<

型和
-Y3

型及
2

类
>f1

型(

''

)

'谢佳

等(

')

)研究发现%我国西南地区耐碳青霉烯类药物临床

菌株主要流行
Y3<

型和
-Y3

型
3,.F

%其中以产

UI"Y3<9*

和产
UI"-Y39)

最为常见'陕西省临床常

见革兰阴性菌的耐药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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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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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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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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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A_)('7

年陕西省细菌耐药监测数据发

现%革兰阴性菌检出率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标本来

源中痰标本比例逐渐下降%血液&尿液&分泌物和脓液

标本比例不断上升%与临床医生的认知和检验人员与

临床的沟通密切相关'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对第
;

代头孢菌素耐药率
)('A_)('7

年呈逐年下降

态势'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总体检出率仍维持在

较低水平#

$

'(@(C

$%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和

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具有下降趋势%但耐药机

制尚需进一步研究'革兰阴性菌仍是临床分离的主

要病原菌%其耐药现象普遍%应加强对细菌耐药的监

测%及时了解细菌耐药变化趋势%有效指导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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