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文献

+

#

, 冯强
'#5+

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及空腹血糖结果分

析+

U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4)$*'

+

&

, 张静
'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在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监测中

临床意义+

U

,

'

中外医学研究#

&$##

#

%

$

+

&!

5&45)'

+

)

, 秦春华
'&

型糖尿病患者血脂调查及分析+

U

,

'

医药论坛杂

志#

&$#$

#

)#

$

#(

&!

#$54#$,'

+

5

, 李秀文#方晓璐#张毅华
'

糖化血红蛋白与血小板参数及

纤维蛋白原的关系探讨+

U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4&'

+

,

, 刘萍#王丽萍
'

纤维蛋白原与
&

型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相

关性分析+

U

,

'

陕西医学杂志#

&$##

#

5$

$

#

&!

+,4+('

$收稿日期!

&$##4$*4#)

&

重症监护病房下呼吸道获得性感染的细菌分析

周明洁!夏奇波"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人民医院
!

&#)#$#

$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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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了解重症监护病房"

J"g

$下呼吸道感染的细菌情况!为临床治疗及
J"g

感染的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

将
#&,$

份痰标本进行培养!分离出
#)%

株细菌并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细菌鉴定仪鉴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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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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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K 杆菌中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为

)('(%2

&肺炎克雷伯菌为
#*'&*2

&阴沟肠杆菌为
#$'$*2

&产气肠杆菌为
+'()2

&鲍曼不动杆菌为
,'*(2

&大肠埃

希菌为
,'*(2

%革兰阳性"

T

d

$球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为
+'()2

%结论
!

下呼吸道感染的致病菌以
T

K杆

菌为主!临床上及时掌握病原菌变化规律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疗
J"g

获得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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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

J"g

&是各种危重病患者的抢救治疗场所#

多数患者在其他科室治疗后#出现了严重病理*生理紊乱和机

体免疫力下降#发生各种并发症而转入
J"g

)

J"g

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细菌感染)有资料报道#外科手术后患者感染率为

('5)2

+

#

,

#细菌感染最常见的部位是呼吸道#它是引起多系统

器官衰竭及病死率增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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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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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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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神经外科手术后转入
J"g

患者的痰标本培

养分离出的
#)%

株病原菌进行分析#了解
J"g

下呼吸道感染

的细菌情况#为危重患者抢救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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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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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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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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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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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者的痰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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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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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巧克力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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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纤维羊血培养基购自法

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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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标本按常规方法进行分离培养#细菌鉴定采用法

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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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鉴定仪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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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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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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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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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沟肠杆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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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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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埃希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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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表明#

J"g

患者感染的病原菌以
T

K 杆菌为主

$

%#')*2

&#占前几位的依次是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

阴沟肠杆菌*产气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国外资

料报道#呼吸道感染以铜绿假单胞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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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的调查结果

与其是一致的)

T

d球菌则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

J"g

是医

院获得性感染的高发病区#细菌分布特点因不同的医院*不同

的抗菌药物使用率而异)此次调查对象为脑部疾病手术后患

者#患者因昏迷*呼吸功能及反射功能障碍#行气管切开并置管

吸痰是治疗的重要措施)留置的导管沟通了支气管与外环境

的直接联系#使鼻道和口咽失去了防御感染的作用)唾液的误

吸*气管切口和周围创面的感染增加了肺部感染的概率#气管

插管后机械通气引起呼吸道感染是一种严重的院内感染)文

献报道#

J"g

气管插管患者肺部感染率高达
+,'*2

+

,4(

,

)另

外#

J"g

由于门窗紧闭#空气流通差*也可能存在空气感染*接

触性的交叉感染等外源性的细菌感染)危重患者机体处于长

期分解代谢旺盛状态#营养不良*免疫力差*抵抗感染的能力下

降也是易感的原因)因此#

J"g

进行病原菌培养分离对临床上

合理治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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