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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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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该院新生儿中分离的阴沟肠杆菌及耐药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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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头孢耐药性很强!对碳青霉烯类(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喹诺酮类敏感%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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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儿感染阴沟肠杆菌较少!但是因阴沟肠杆菌产诱导酶特性!不容忽视!实验室应该密切监测阴沟肠杆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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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沟肠杆菌是存在于人和动物肠道的正常菌群#近年来已

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由于头孢菌素和喹诺酮等

广谱抗菌药在临床上广泛使用#使阴沟肠杆菌在其选择性压力

下不断发展耐药机制#造成日益严重的耐药问题#近几年情况

尤其严重#对阴沟肠杆菌产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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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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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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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的报道甚至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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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研究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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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新生儿分离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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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阴沟肠杆菌进行临床分

布和耐药性检测#以了解本院阴沟肠杆菌产酶情况#从而指导

临床合理用药)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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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83

+

<(J

系统鉴定$法国

梅里埃公司&#选用的
Y\

细菌鉴定卡和
Y\!%I

药敏鉴定卡)

$$/

!

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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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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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片琼脂扩散法!药敏平板和菌液的制备

方法与常规药敏试验相同#将菌液涂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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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平板上#

贴上药敏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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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差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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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脑脊液及脐带分泌物合格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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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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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沟肠杆菌是引起呼吸道和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常见条件

致病菌#普遍存在于水*污水*土壤和蔬菜中#也寄居在人的皮

肤*呼吸道和泌尿道等部位#可引起呼吸道*泌尿道*伤口感染

及败血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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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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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头孢菌素的广泛应用#这类细菌

的耐药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院内感染不容忽视的

条件致病菌#新生儿因其胎龄小#免疫力低#免疫机能不完善#

在各种人为侵入性操作和护理不当的情况下#$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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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感染阴沟肠杆菌#一旦感染#便成为临床医师棘手的问

题)因此#监测新生儿阴沟肠杆菌院内感染情况是非常必

要的)

本院
#%"5

年
"

"

"#

月共收治
""2#

例新生儿患儿#其中

感染阴沟肠杆菌
56

例#占
?$IIF

)虽然在医院感染中所占比

例小#但是由于阴沟肠杆菌属一类易产诱导酶的细菌#一旦爆

发#其后果极其严重)阴沟肠杆菌通常情况下#只产生低水平

G3

+

1

酶#而三*四代头孢菌素和喹诺酮类药物是弱的诱导剂#

不会直接导致细菌耐药+

"

,

)但是#当大量使用三*四代头孢菌

素或喹诺酮类药物治疗这种细菌引发的感染时#该菌通过染色

体自发突变持续高产
G3

+

1

酶和
'T09,

酶#从而对多种
/

内

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并迅速传播+

?!2

,

)本研究显示#阴沟肠杆

菌对青霉素及第
"

*

#

*

?

代头孢的耐药性很强#与国内其他相关

报道相近+

#!5

,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在对此
56

株例菌进行

'T09,

酶和
G3

+

1

酶检测后发现#分别产
'T09,

*

G3

+

1

酶和

产两种酶的阴沟肠杆菌菌株占
62$#"F

#其中产两种酶的有
6

株例#占
"?$%5F

#这比与
#%%6

年及
#%""

年的相关报道比较的

有所增多+

#!5

,

#可见阴沟肠杆菌产诱导酶菌株#在逐年增加)另

外#研究结果显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抗菌活性很好#优于

氨苄西林"舒巴坦#这可能是因为哌拉西林本身对革兰阴性杆

菌的抗菌活性强于氨苄西林所致#并且他唑巴坦与哌拉西林的

协同作用优于氨苄西林"舒巴坦+

6

,

#因此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稳

定性优于氨苄西林"舒巴坦#同时#没有发现碳青霉烯类耐药菌

株#这是因为碳青霉烯类的高抗菌活性和低耐药突变选择能

力+

H

,

)研究还发现本院分离的阴沟肠杆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还

是很敏感的#这可能是因为喹诺酮类药物的不良反应限制了本

院感染患儿的使用#因此阴沟肠杆菌没有被诱导出高产

G3

+

1

酶)

总之#在治疗阴沟肠杆菌感染时#抗菌药物的选择应同时

兼顾抗菌活性和对耐药突变的选择能力#以防止产
'T09,

酶

和高产
G3

+

1

酶突变株的产生和进一步蔓延)同时在针对新

生儿这一特殊群体时#在没有药敏情况下的#建议临床医师可

以暂时选择碳青霉烯类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待药敏结

果出示后调整用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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