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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是目前治疗感染的重要药

物#疗效好#毒性小#主要包括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

碳青霉烯类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抗菌活性

成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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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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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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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的产生是细菌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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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最常见的机制$近年来#

由于临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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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广泛使用#耐药菌株增

加#产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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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细菌引发的耐药情况较为严

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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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主要由肠杆菌科细菌产生#其中

以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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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介导的丝氨酸蛋白酶#他能部分水解青霉素类%

头孢菌素类和氨曲南#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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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经常携带其

它抗菌药物耐药基因#并且可在菌株之间转移和传

播#引起菌株多重耐药#给临床治疗带来一定的

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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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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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杆菌科细菌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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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大肠

埃希菌#其次为肺炎克雷伯菌#与相关文献报道一

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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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对青霉素%

一代头孢菌素%三代头孢菌素等有较高的耐药率+对

磺胺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也表现出相当的耐药

率+但对亚胺培南%头孢替坦和加有酶抑制剂的青霉

素类等有较高灵敏度#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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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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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药物的比例有所上升#耐
,

"

&

种药物

的比例上升速度很快#而耐大于
+

种以上药物的比例

则有所下降#总体反映出同时耐多种药物的趋势不断

升高$其中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和头孢曲松
*

种药

物
)

年的耐药率都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对厄他培南%

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替坦%头孢吡肟

耐药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可以作为治疗的首选

药物$

正常情况下#由于阴道的/自净0功能以及人体正

常的免疫力#不会导致女性生殖道感染(

!*

)

$但是由于

不合理地使用广谱抗菌药物#再加上个人卫生意识薄

弱#接触到被污染的生活用水%卫生用品以及不洁的

性生活(

!)

)

#阴道内正常菌群将受到抑制$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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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杆菌科细菌由于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表现出

生存竞争优势#大量繁殖$对于育龄女性#生殖道感

染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经常导致不孕不育%异位妊

娠%流产$如果上行感染绒毛膜或胎儿在通过产道时

获得感染#可导致新生儿出现败血症或脑膜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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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论

""

本次研究发现女性阴道分泌物产
PWMR0

肠杆菌

科细菌携带率较高#对亚胺培南和头孢替坦全部敏

感#其次厄他培南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也具有较高

的抗菌活性#可作为初始治疗的经验用药$综上所

述#产超广谱
$

2

内酰胺酶的肠杆菌科细菌检测和药敏

监测#可以指导临床女性生殖道感染时抗菌药物合理

使用#有效控制耐药菌株蔓延#对流行病学研究也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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