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不同年龄段
Q(+)

/

,

Q(?)

/

检测情况
!

见表
#

+分
1

个

年龄组#不同年龄组
Q(+)

/

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11

#

G

$

'%'"

&#

Q(?)

/

阳性率的差异同样也有统计学

意义$

'

$

a""6%#8

#

G

$

'%'"

&+

表
#

!

各年龄段
Q(+)

/

*

Q(?)

/

阳性检测情况(

,

&

7

')

年龄$岁& 检测人数
Q(+)

/

阳性
Q(?)

/

阳性

$

#' 1&69& 8'&

$

$%'

&

&"&

$

"%"

&

#'

"

#8 $&6$6 &&:

$

$%$

&

"6:

$

'%6

&

1'

"

18 "$8'6 $'$

$

"%:

&

#:

$

'%#

&

&'

"

&& $68" $:

$

'%8

&

1

$

'%"

&

合计
96$"' ":98

$

"%8

&

6#"

$

'%9

&

/%1

!

不同行业
Q(+)

/

,

Q(?)

/

检测情况
!

食品卫生行业从

业人员体检
#98$'

例#

Q(+)

/

阳性
&#6

例#阳性率为
"%17

%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体检
19$8'

例#

Q(+)

/

阳性
""&$

例#阳性

率为
$%17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1%9'

#

G

$

'%'"

&+

食品卫生行业
Q(?)

/

阳性
"8&

例#阳性率为
'%&7

%公共场所

Q(?)

/

阳性
&#:

例#阳性率为
"%"7

#二者差异也有统计学意

义$

'

$

a8:%"1

#

G

$

'%'"

&+

'

!

讨
!!

论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

$''6

"

$''8

年江宁区食品,公共场所

从业人员的
Q(+)

/

阳性率为
"%87

#明显低于目前我国一般

人群
Q(+)

/

阳性率为
8%67

)

#,1

*

#并且
Q(+)

/

阳性率呈逐年

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本区多年来坚持对相关行业的监督管

理#每年定期体检#对
Q(+)

/

阳性者#一经查出及时调离#还

与近年来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多年来

乙肝疫苗普遍接种有关+男性
Q(+)

/

,

Q(?)

/

阳性率明显高

于女性)

&

*

#这可能与男性社交范围广#感染机会多并且对饮食

卫生的关注不足及卫生消毒意识不强有关+

不同年龄段以
#'

"

#8

岁
Q(+)

/

阳性率为最高#

$

#'

岁

次之#其他年龄段随年龄增长有下降的趋势#说明青壮年是

Q(+)

/

感染的主要人群#这可能与青壮年社交活动频繁#免疫

旺盛#病毒复制活跃等有关+

不同职业的
Q(+)

/

,

Q(?)

/

阳性率不同#食品卫生行业

从业人员
Q(+)

/

,

Q(?)

/

阳性率低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

:

*

#

这与法规中规定的病毒性肝炎$包括病原携带者&不得参与接

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但可以从事其他的行业有关#许多乙

肝病毒携带者放弃了食品行业的工作#使食品卫生行业从业人

员
Q(+)

/

阳性率明显低于公共场所从业人员+

目前从业人员已取消了
Q(+)

/

检测#作为防病控病的疾

控部门#更应该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群众对传染病的认

识#明确它的危害性#把预防疾病变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大力宣

传乙肝疫苗的预防接种#普遍提高人群的免疫水平#把乙肝病

毒的传播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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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二甲综合医院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陆
!

露"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马山县人民医院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

对

$'"'

年马山县人民医院临床各科送检的细菌培养标本!采用
(CGE,P+E

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菌种鉴定!

],(

纸片琼脂

扩散法进行菌株的药敏试验&结果
!

马山县人民医院送检细菌培养标本
#6$8

例!阳性
"1$$

株"

#9%"#7

%$主要来

源于咽拭子'痰'大便'分泌物!分别占
#8%97

'

$'%'7

'

"&%87

'

"'%'7

$分离出前
:

位病原菌的是#肺炎支原体'真

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生殖道支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占
1'%17

'

""%97

'

""%$7

'

"'%87

'

9%17

'

:%$7

$革兰阴性杆菌
#69

株"

$:%:7

%!革兰阳性球菌
"9$

株"

"$%97

%$阴性杆菌中前
#

位的是#肺炎克雷伯菌'大肠

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革兰阳性球菌前
#

位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菌耐药前
#

位的是#氨苄西林
6&%:7

'

9'%97

$哌拉西林
#"%97

'

6#%"7

$头孢唑啉
#"%97

'

&#%87

$金黄色

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耐药前
#

位的是#对青霉素
:6%'7

'

":%67

$红霉素
&&%67

'

6%67

$阿奇霉素
&$%#7

'

9%87

$非发酵菌"铜绿假单胞菌%耐药前
#

位的是#复方新诺明
"''%'7

'氨苄西林
&6%87

'氨曲南
#"%&7

&未分离

到对亚胺培南耐药的阴性杆菌株!也未分离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及肠球菌&结论
!

本地区病原菌分布及

耐药性与许多地方报道的存在相似!又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及时对本地区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统计'分析'总结

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

病原菌分布$

!

细菌耐药性$

!

抗菌药物$

!

感染疾病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1&&

"

$'"$

%

"',"$6','#

!!

随着医学的发展#大量广谱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及介入性诊疗技术的应用#使得感染类型变迁,病原菌性质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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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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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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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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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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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感染菌种类及抗性变迁,细菌耐药性急剧上升#高耐药性和

多重耐药菌株的不断增多)

"

*

+作者收集了本院
$'"'

年临床各

科送检的细菌培养标本#进行统计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提供依据#有效的控制感染疾病及耐药菌株的发生#现报道

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收集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本院

住院患者送检的
#6$8

例非重复细菌培养标本#分离获得的病

原菌+

$%/

!

菌株鉴定
!

细菌鉴定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第
#

版&进行分离培养#普通细菌采用
(CGE,P+E

微生物分析系

统进行菌种鉴定#肺炎支原体,生殖道支原培养分别采用珠海

黑马,迪尔公司提供的试剂#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

!

药敏试验
!

采用
],(

纸片琼脂扩散法进行菌株的药敏

试验#判读标准依据
$''8

年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抗菌

药物敏感性实验标准进行判定#

WQ

,麦康凯,血培养基均由珠

海生物公司提供+药敏纸片由上海伊华科技公司和
jN=F>

公

司提供+

$%1

!

质控标准菌株
!

大肠埃希菌$

)<!!$&8$$

&,金黄色葡萄

球菌$

)<!!$&8$#

&,铜绿假单胞菌$

)<!!$69&#

&#均购自国

家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内质控结果均在
Z!!5

规定的范

围内+

$%2

!

阳性球菌产
,

,

内酰胺酶的筛查参照
Z!!5

的标准进行#

超广谱
,

,

内酰胺酶$

2O(5+

&的检测 参照
Z!!5

规定的表型确

证试验判定+

/

!

结
!!

果

/%$

!

病原菌来源
!

#6$8

例各类标本中检出病原菌
"1$$

株#

检出总阳性率
#9%"#7

#送检标本主要来源于咽拭子
"191

例

$

#8%97

&#痰
616

例$

$'%'7

&#大便
&8#

例$

"&%87

&#伤口分泌

物
#6#

例$

"'%'7

&#白带
#$#

例$

9%67

&#血液标本
"6"

例

$

1%:7

&#尿
$'

例$

'%&7

&#其他标本
"9

例$

'%&7

&+

/%/

!

病原菌分布
!

见表
"

+

"1$$

株病原菌中#肺炎支原阳性

&61

株$

1'%17

&#生殖道支原体阳性
"$'

株$

9%17

&#真菌
":9

株$

""%97

&#革兰阴性杆菌
#69

株$

$:%:7

&#革兰阳性球菌

"9$

株$

"$%97

&+

表
"

!

病原菌分布构成比及主要来源标本&

,a"1$$

'

病原菌 阳性株 构成比$

7

& 主要来源标本

肺炎支原体
&61 1'%1

咽拭子

生殖道支原体
"$' 9%1

宫颈分泌物,前列腺液,精液

真菌
":9 ""%9

咽拭子,痰,白带

革兰阴性杆菌 肺炎克雷伯菌
":' ""%$

咽拭子,痰,伤口分泌物

大肠埃希菌
"&: "'%8

痰,咽拭子,伤口分泌物

铜绿假单胞菌
"8 "%#

伤口分泌物,脓疱液,痰

鲍曼不动杆菌
"& "%"

痰,咽拭子,伤口分泌物

弗劳地枸橼酸杆菌
6 '%&

分泌物

阴沟肠杆菌
: '%1

分泌物

产酸克雷伯菌
1 '%#

脓疱液

黏质沙雷
# '%$

脓疱液

奇异变形杆菌
1 '%#

切口分泌物

其他革兰阴性杆菌
1 '%#

胸腔积液,血液,

革兰阳性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99 :%$

切口分泌物,脓疱液,痰,血液

表皮葡萄球菌
69 &%&

痰,咽拭子,脓液

溶血葡萄球菌
6 '%&

痰,咽拭子,脓液

中间葡萄球菌
& '%1

痰,脐分泌物,尿

其他阳性球菌$肺炎链球菌,粪肠球菌&

1 '%#

尿液,伤口分泌物,痰

/%'

!

革兰阴性杆菌和阳性球菌构成
!

革兰阴性杆菌$

,a#69

&

和阳性球菌$

,a"9$

&构成比分别是革兰阴性杆菌中肺炎克雷

伯菌
":'

株$

1$%#7

&#大肠埃希菌
"&:

株$

1"%#7

&#铜绿假单

胞菌
"8

株$

&%'7

&#鲍曼不动杆菌
"&

株$

1%'7

&#其他阴性杆

菌$阴沟肠杆菌,枸橼酸杆菌,黏质沙雷&

$9

株$

6%17

&%革兰阳

性球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99

株$

19%17

&#表皮葡萄球菌
69

株

$

1$%87

&#溶血葡萄球菌
6

株$

#%97

&#中间葡萄球菌
&

株

$

$%67

&#其他阳性球菌$肺炎链球菌,粪肠球菌&

1

株$

$%$7

&+

/%1

!

病原菌耐药株产生情况
!

革兰阴性杆菌
#69

株中产超广

谱
,

,

内酰胺酶$

2O(5+

&菌
"$'

株$

#"%67

&%阳性球菌
"9$

株

中#

2O(5+

菌为
6:

株$

1"%:7

&+

/%2

!

病原菌的耐药性
!

生殖道支原体#对司巴沙星,交沙霉

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较敏感#对四环素,红霉素,罗红霉素,

阿奇霉素常耐药+真菌中以白色假丝酵母菌为主#占
6'%'7

#

两性霉素敏感率为
"''%'7

#氟康唑耐药为
9&%67

,曲康唑耐

药
#"%$7

,伏立康唑耐药
""%67

,氟胞嘧唑耐药为
#%87

+革

兰阴性杆菌前
#

位细菌对常见
$&

种抗菌药物及革兰阳性球菌

前
#

位细菌对
$$

种常见抗菌药物耐药统计分别见表
$

,

#

+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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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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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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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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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前
#

位阴性杆菌对
$&

种常用抗菌

!

药物的耐药率(

,

&

7

')

抗菌药物
肺炎克雷伯菌

$

,a":'

&

大肠埃希菌

$

,a"&:

&

铜绿假单胞菌

$

,a"8

&

阿米卡星
&

$

#%"

&

:

$

#%9

&

S

阿莫西林"棒酸
$:

$

":%#

&

&1

$

#1%:

&

S

氨苄西林
"$"

$

6&%:

&

"$:

$

9'%9

&

S

氨苄西林
$8

$

"9%"

&

&1

$

#1%:

&

""

$

&6%8

&

氨曲南
8

$

&%:

&

$1

$

"&%1

&

:

$

#"%&

&

呋喃妥因
6$

$

1&%'

&

:

$

#%9

&

S

复方新诺明
$8

$

#:%9

&

"'9

$

:8%$

&

"8

$

"''%'

&

环丙沙星
$"

$

"#%"

&

&1

$

#1%:

&

#

$

&%:

&

美洛培南
'

$

'%'

&

'

$

'%'

&

'

$

'%'

&

哌拉西林
&"

$

#"%9

&

""1

$

6#%"

&

&

$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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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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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大霉素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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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

1

$

$"%"

&

头孢吡肟
"$

$

6%&

&

1$

$

$:%8

&

#

$

&%:

&

头孢呋辛
$8

$

"9%"

&

69

$

&'%'

&

S

头孢哌酮"舒巴坦
'

$

'%'

&

'

$

'%'

&

'

$

'%'

&

头孢曲松
$8

$

"9%"

&

69

$

&'

&

S

头孢噻肟
6$

$

1&%'

&

::

$

1$%#

&

S

头孢噻肟"棒酸
$"

$

"#%$

&

"6

$

"'%8

&

S

头孢他啶
$8

$

#:%9

&

$6

$

"6%#

&

$

$

"'%&

&

头孢他啶"棒酸
"$

$

6%&

&

"$

$

6%6

&

'

$

'%'

&

头孢唑啉
&"

$

#"%9

&

91

$

&#%8

&

S

亚胺培南
'

$

'%'

&

'

$

'%'

&

'

$

'%'

&

左氧氟沙星
9

$

&%'

&

19

$

#'%9

&

"

$

&%#

&

头孢哌酮
&"

$

#"%9

&

1&

$

$9%9

&

'

$

'%'

&

头孢克洛
#9

$

$#%6

&

#$

$

$'%&

&

S

!!

注!

S

表示无数据+

表
#

!

前
#

位革兰阳性球菌对
$$

种常用抗菌药物

!!!!

的耐药率(

,

&

7

')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

,a99

&

表皮葡萄球菌

$

,a69

&

溶血葡萄球菌

$

,a6

&

阿莫西林"棒酸
"'

$

""%#

&

"#

$

":%6

&

"

$

"1%#

&

阿奇霉素
1:

$

&$%#

&

6

$

9%8

&

1

$

&6%"

&

苯唑西林
6

$

9%'

&

"'

$

"#%'

&

$

$

$9%:

&

呋喃妥因
#

$

#%1

&

'

$

'%'

&

'

$

'%'

&

复方新诺明
#:

$

1'%8

&

6

$

9%8

&

$

$

$9%:

&

红霉素
18

$

&&%6

&

:

$

6%6

&

1

$

&6%"

&

环丙沙星
":

$

"9%$

&

:

$

6%6

&

$

$

$9%:

&

克拉霉素
1:

$

&$%#

&

:

$

6%6

&

1

$

&6%"

&

克林霉素
"#

$

"1%9

&

'

$

'%'

&

"

$

"1%#

&

拉氧头孢
6

$

9%'

&

"#

$

":%6

&

"

$

"1%#

&

利福平
#

$

#%1

&

'

$

'%'

&

"

$

"1%#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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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位革兰阳性球菌对
$$

种常用抗菌

!!!!

药物的耐药率(

,

&

7

')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

,a99

&

表皮葡萄球菌

$

,a69

&

溶血葡萄球菌

$

,a6

&

美罗培南
:

$

:%9

&

"#

$

":%6

&

"

$

"1%#

&

诺氟沙星
":

$

"9%"

&

:

$

6%6

&

"

$

"1%#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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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S

青霉素
&8

$

:6%'

&

"#

$

":%6

&

'

$

'%'

&

庆大霉素
"'

$

""%#

&

'

$

'%'

&

'

$

'%'

&

四环素
##

$

#6%&

&

#

$

#%:

&

#

$

&%:

&

替考拉宁
'

$

'%'

&

'

$

'%'

&

S

头孢呋辛
6

$

9%'

&

"#

$

":%6

&

S

头孢唑啉
6

$

9%'

&

#

$

#%:

&

S

万古霉素
'

$

'%'

&

'

$

'%'

&

'

$

'%'

&

左氧氟沙星
'

$

'%'

&

'

$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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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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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
!!

论

'%$

!

#6$8

例各类标本中共检出病原菌
"1$$

株#总阳性率

#9%"#7

#送检标本主要来源于咽拭子
#8%97

,痰
$'%'7

,大便

"&%87

,分泌物
"'%'7

%标本送检阳性率高于王巍等)

$

*报道的

$9%'7

#标本主要来源也与王巍等)

$

*所报道的有一定差别+可

能与各地微生物实验室分离的条件#临床医生对细菌培养的认

知及重视情况,送检标本来源及质量#采样时机等有关#病原菌

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也有一定的差异+

'%/

!

分离阳性病菌中#肺炎支原体占首位$

1'%17

&#原因是本

院送检标本以咽拭子为主#占
#8%97

#主要来自于儿科#去年

有手足口病暴发流行#患儿采样比较困难#因而采集咽拭子送

检#所有患儿做普通细菌培养的同时均做肺炎支原体培养+肺

炎支原体送检标本多阳性率又高#说明肺炎支体是本院感染的

主要病原菌+有报道称
9'7

慢性支管炎合并肺炎支原体感

染#

"'7

"

$'7

肺炎病例由肺炎支原体引起#肺炎支原体主要

通过呼吸道传播#秋冬季较多见#以青少年发病多见)

#

*

+真菌

占
""%97

#是所有标本分离阳性菌中第
&

位#

6'7

为白色假丝

酵母菌#主要来自咽拭子,痰,白带标本#真菌感染与患者的免

疫能力低下#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致使菌群失调具有密切关

系#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已成为本院重要的条件到病菌#深部真

菌感染后果严重#应引起临床的注意+

'%'

!

革兰阴性杆菌
#69

例#检出率仅为
$:%:7

#低于王巍

等)

$

*报道的
:1%17

和刘永仙等)

#

*报道的
:#%&7

#说明医院感

染的病原菌#除了肺炎支原体,真菌外#革兰阴性杆菌仍是主要

的病原菌#阴性杆菌中肺炎克雷伯菌占
1$%#7

,大肠埃希菌占

1"%#7

#在所有标本中分离仅占
""%$7

,

"'%87

#与姚兴伟

等)

1

*报道的
9%&7

,

"&%:7

相差不大#但是肺炎克雷伯菌较大

肠埃希菌多+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美洛培

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率为
"''%'7

#

未发现有耐药株%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耐药

为
6&%:7

,

9'%97

#哌拉西林耐药为
#"%97

,

6#%"7

#头孢唑啉

耐药为
#"%97

,

&#%87

#复方新诺明耐药为
#:%97

,

:8%$7

%对

阿米卡星,氨曲南及其他含酶抑剂均有一定$下转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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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放弃献血+$

$

&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技能+采血护

士做到采血一针率达
887

以上#做到快,准,稳,轻#减少献血

者的疼痛+$

#

&夏,秋季流动采血时#根据气温调整采血时间#

献血车尽量选择停放在荫凉的地方#加强温度监控#尽量减少

开关储血冰箱的次数+$

1

&运血箱内冷源的选用#数量与放置

都影响血液质量#而冷链在血液运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

覆盖了血液从血管到血管的全过程#在整个冷链系统中必须对

温度进行全程监控#过去一直采用温度计进行监测#可显示出

温度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但不能显示最高值和最低值出现的时

间段以及持续的时间#不能反映血液温度变化的全貌#也就是

说根本证明不了运输途中#温度是否对血液质量有影响+本血

站采用的是普通专用运血箱#建议购买有温度监控装置的运血

箱+$

&

&在道路施工时#建议尽量不要下县流动采血#血液运输

时血运箱要放在平稳且远离发动机地方#当班司机管理好车内

固定设施#如发电机,空调,冰箱等#做到用前检查#用后清洁定

期保养#出现问题及时上报+$

:

&本站已购买微电脑配平仪#低

温血液制备操作台#为了确保悬浮红细胞制品的质量#把离心

机调整至最佳模式#与长沙市湘仪贝克曼离心机技术服务部联

系对离心机进行检测和维修保养+力求将离心时间,离心力调

整到最佳模式#在短时间内即取得良好的分离效果#又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红细胞的损伤#保证红细胞的制品质量+$

6

&本站

血库内安装了温度监控管理系统#该系统在每一台温控设备上

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和温度采集单元#温度采集单元通过单片

微型计算机和智能温度监测算法#将温度信息进行采集#将处

理后的温度信息传入计算机进行记录,显示,报警#实现各种温

控设备时时监控#提高温度记录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通过原因分析和对策#可以及时发现并预防溶

血发生#并对采供血各环节参与者起到良好的警示和教育作

用#有效地避免溶血造成的血液报废#最大限度地降低血液报

废率+要从根本上杜绝溶血的发生#必须加强对采供血机构工

作人员的管理#增强其责任心#树立所有员工对其职责范围内

的质量负责的工作态度#确保向临床提供安全合格的血液

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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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药性+总体看#大肠埃希菌对同一种抗菌药物相对于肺炎

克雷伯菌耐药性较高#这可能与耐药机制不太相同有关+革兰

阴性杆菌中#未发现耐亚胺培南菌株#所以亚胺培南仍是我地

区治疗阴性杆菌感染的首选药#但是国内已有报道指出已经分

离出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的泛耐株或耐亚胺培南菌株的发

生)

&

*

#因此应引起高度重视#谨慎使用+

'%1

!

革兰阳性球菌为
"9$

株$

"$%97

&#革兰阳性球菌中前
#

位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19%17

#表皮葡萄球菌占
1$%87

溶血葡萄球菌占
#%97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耐药

前
#

位的是!青霉素
:6%'7

,

":%67

%红霉素
&&%67

,

6%67

%阿

奇霉素
&$%#7

,

9%87

%万古霉素,左氧氟沙星,替考拉宁敏感

率为
"''%'7

%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对同一种抗菌

药物的敏感性#表皮葡萄球菌相对较为敏感+未分离到耐万古

霉素的葡萄球菌和肠球菌#万古霉素是治疗革兰阳性球菌产酶

菌株,严重感染的首选药#但是国内已有文献报道耐万古霉素

的革兰阳性球菌)

:

*

#为了预防,减缓产酶株的产生应该谨慎

使用+

'%2

!

本次调查发现本院革兰阴性杆菌
#69

株中产
2O(5+

菌

"$'

株占
#"%67

%阳性球菌
"9$

株中#产
,

,

内酰胺酶菌为
6:

株

占
1"%:7

+虽然比孙振亚等)

6

*报道的
2O(5+

总分离率
#6%:7

低#比张翠英等)

9

*报道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7

,

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6"%97

+由于第
#

代头孢菌

素的广泛应用#多重耐药菌株菌已在全球传播#成为医院院内

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也是临床治疗感染疾病最棘手的问题+本

院耐药菌株产生虽比以上文献报道的稍少些#这可能与本院是

一个山区县级二甲综合性医院#本院能较好地控制广谱抗菌药

物的使用#由于流行趋势非常严峻#所以临床微生物室应坚持

进行耐药菌株监测#及时对本地区病原菌的分布,耐药情况,进

行总结,分析,通报临床以便更好地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有效控

制感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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