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时间的推移#

:.45

技术会进一步向着更加快

速*简便*特异*现场检测的方向发展#与其相关的试

剂盒也将被开发出来)该技术极有可能用于嗜麦芽

窄食单胞菌及其他病原菌的临床检验'

)

(

)

晶芯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与细菌培养法相比#

可快速诊断感染病原菌#并提高阳性率)以痰培养为

金标准#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

种方法有较好

的一致性)核酸检测为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提供了

更为快速*简便*敏感的方法)固相芯片技术可与多

种技术联合建立快速*高通量*自动化的检测平台#如

.22=

/

$7C1

$4

$

.$

#

Y12K=B

/

&系统是基于多重
5P%

技术而建立的一种新型的酶标记*低密度*低消耗的

芯片%

XA6K.22=

/

分子诊断平台是集提取*扩增*产物

处理及数据分析为一体的全自动检测系统#且在
!I

内可完成检测#该平台已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X,.

&认证#用于检测
!3

种呼吸系统病毒和几种

呼吸道病原菌'

!*

(

)因此开展基因芯片技术极其必要)

基因芯片技术将使临床检验提高到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

!

( 刘志远#潘健#张婷菊#等
(

恒温扩增芯片法在下呼吸道病

原体检测中的应用'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

'

&

( 陈愉生#王大璇#等
(

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在呼吸道感染

病原体检测中的应用'

\

(

(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

'

'

( 王健力
(

儿童下呼吸道感染调查分析'

\

(

(

医学检验与临

床#

&*!;

#

!+

$

&

&!

!3'E?!3)*(

'

)

( 郭旭光#黄美淦
(

实时荧光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检测嗜麦

芽窄食单胞菌方法的建立'

\

(

(

广东医学#

&*!;

#

'+

$

&)

&!

!E"!?!E"&(

'

3

( 郗志华
(

环介导恒温扩增法快速诊断肺结核的临床评价

'

\

(

(

山西职工医学院报#

&*!+

#

&+

$

3

&

"';?"&+(

'

;

(

-W$W4O$

#

W[.].4.M <

#

4.#bNP<O<

#

1H=6(

:FF

0

?K1>A=H1>O8FHI12K=6.K

0

6ALAJ=HAFBFL,-.

'

\

(

(

-7J61AJ.JA>8%18

#

&***

#

!3

#

&"

$

!&

&!

;'?;)(

'

+

( 李辉腾#郭旭光
(

荧光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检测嗜肺军团

菌方法的建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郑东宇#唐震
(

环介导恒温扩增检测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

\

(

(

江苏预防医学#

&*!+

#

&"

$

&

&!

3"'?3")(

'

E

( 齐诗蕊#陈俊
(

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快速检测幽门螺杆菌

方法的建立及评价'

\

(

(

解放军医学院学报#

&*!"

#

'E

$

'

&!

"!&?"!'(

'

!*

(邸红芹#王晓玲
(

呼吸道病原体分子诊断技术研究进展

'

\

(

(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E!?;E&(

$收稿日期!

&*!"?*3?&E

!!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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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状葡萄球菌在临床感染的分布状况和耐药分析

冯洁仪!邓述欢!赖少芬!黎艳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检验科!广东佛山
3&"'!3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该地区头状葡萄球菌在医院感染的分布状况及其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

用抗均药物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检出的
""

例头状葡萄球菌!对其在

临床感染疾病的分布及耐药状况进行分析%结果
!

头状葡萄球菌在临床感染最多的是肺部感染!占
+*()3e

#

其次为伤口感染!占
!'(;)e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万古霉素的敏感度最高!占
!**(**e

!其次是替考拉宁!为

E*(E!e

#耐药率为
!**(**e

的抗菌药物有苯唑西林&庆大霉素&复方磺胺甲唑&克林霉素%结论
!

头状葡萄

球菌虽为条件致病菌!但免疫力低下者易成为疾病的致病菌!应得到临床的重视%

关键词"头状葡萄球菌#

!

感染分布#

!

耐药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33

"

&*!E

$

*!?*!*E?*'

!!

头状葡萄球菌属于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属

$

P-#

&)葡萄球菌属在自然界分布很广#存在于空

气*水*尘埃*皮肤上的葡萄球菌大多数无致病性'

!

(

)

近年来#临床广泛应用各种广谱抗菌药物*免疫抑制

剂*化疗药物#普遍实施各种侵袭性操作#导致该菌的

分离率逐年增高#耐药性也不断提高'

&?'

(

)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的致病作用日益受到临床重视#故临床分

离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不可忽视其致病性)现探

讨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分离的
""

例头状

葡萄球菌#了解其在医院感染的分布及耐药状况 #为

临床正确选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有效控制其传播

流行)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门诊及住院患者的痰*血液*分泌物等临床标本#共

分离出
""

株头状葡萄菌)菌株标准!尿液标本菌落

计数
&

!*3JL7

"

K:

#其他标本在血平板中实行
3

区分

区划线法接种#数量在第
'

区以上出现的菌'

)?3

(

)质

控菌株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PP&E&!'

)

$(/

!

方法
!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0的标准操

作方法对临床标本进行常规的细菌培养'

;

(

)采用法

国梅里埃
.$NSV

0

2188AFB

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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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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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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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半自动检测#鉴定测试条!梅里埃
O,'&#$.5<

#

药敏测试条!梅里埃
.$N#$.5<P:#O

$

!&

&)

$('

!

结果判定
!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

P:#O

&临床实验室最新版本)

/

!

结
!!

果

/($

!

头状葡萄球菌在不同临床标本中的分离情况
!

见表
!

)

表
!

!!

头状葡萄球菌在不同临床标本中的分离情况

标本类型 株数$

)

& 构成比$

e

&

痰液
3" ;3(E!

分泌物
!3 !+(*3

血液
+ +(E3

尿液
) )(3)

脓液
' '()!

脑脊液
! !(!)

/(/

!

头状葡萄球菌在不同疾病患者中的检出情况
!

血液标本检出的
+

例患者中#肺部感染合并呼吸衰竭

者
)

例#新生儿感染者
!

例#脑梗死者
!

例#胆囊炎者

!

例)见表
&

)

/('

!

头状葡萄球菌对
!;

种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结

果
!

头状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庆大霉素*复方磺胺

甲唑*克林霉素*呋喃妥因*青霉素的耐药率较高#

见表
'

)

表
&

!!

头状葡萄球菌在不同疾病患者中的检出情况

疾病类型 株数$

)

& 构成比$

e

&

肺部感染
;& +*()3

伤口感染
!& !'(;)

阴道炎
3 3(;"

尿道炎
) )(3)

中耳炎
' '()!

胆囊炎
! !(!)

新生儿中枢神经感染
! !(!)

表
'

!!

头状葡萄球菌对
!;

种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

抗菌药物 代码
敏感

株数$

)

& 构成比$

e

&

中介

株数$

)

& 构成比$

e

&

耐药

株数$

)

& 构成比$

e

&

利福平
%X. ;3 +'("+ & &(&+ &! &'(";

诺氟沙星
-W% " E(*E & &(&+ +" ""(;)

青霉素
5S- + +(E3 * *(** "! E&(*3

左氧氟沙星
:Z9 !* !!('; ! !(!) ++ "+(3*

呋西地酸
XbP +E "E(++ ' '(!) ; ;("&

苯唑西林
W9. * *(** * *(** "" !**(**

呋喃妥因
Xb% & &(&+ * *(** "; E+(+'

奎宁始霉素
?

达福普汀
c,. +E "E(++ * *(** E !*(&'

红霉素
S%] " E(*E ) )(33 +; ";(';

庆大霉素
YS- * *(** * *(** "" !**(**

四环素
$S$ )) 3*(** + +(E3 '+ )&(*3

米诺环素
4O- 3) ;!('; ) )(33 '* ')(*E

复方磺胺甲唑
$#b * *(** * *(** "" !**(**

替考拉宁
$SP "* E*(E! & &(&+ ; ;("&

克林霉素
P:O * *(** * *(** "" !**(**

万古霉素
Z.- "" !**(** * *(** * *(**

'

!

讨
!!

论

!!

头状葡萄球菌是革兰阳性菌#镜下形态为球杆

状#排列成
Z

或
@

形状)血平板上为中等大小*灰白

色菌落苔#边缘整齐#麦康凯上不生长)本研究结果

表明#头状葡萄球菌在痰液和分泌物中检出较多#而

疾病类型又以肺部感染和伤口感染为主#菌株的致病

性与菌株临床标本的分布基本保持一致)

!;

种抗菌

药物的耐药率超过
3*e

的药物有
E

类#分别为诺氟沙

星*青霉素*左氧氟沙星*苯唑西林*呋喃妥因*红霉

素*庆大霉素*复方磺胺甲唑*克林霉素#而敏感度

较高的分别为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奎宁始霉素"达福

普汀*呋西地酸*利福平)表
'

结果显示#头状葡萄球

菌的耐药种类超过
'

类#属于多重耐药菌#应引起临

床重视)

P-#

因缺乏凝固酶等致病物质而表现为条

件致病菌#其致病机制主要与细菌胞壁外的黏液物质

和溶血素有关#前者在细菌黏附*抗吞噬*抵抗宿主的

免疫防御机能中起重要的作用#可引起皮肤软组织感

染*血流感染*心内膜炎*泌尿系感染*败血症*手术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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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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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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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等部位的感染'

"

(

)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其产生

的糖萼和荚膜多糖可增强细菌与外来物质的黏附作

用#或在外来物质表面产生一种生物膜而保护细菌不

被清除'

E

(

)

P-#

曾被认为不具有致病性#但近年来#

临床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均证实该菌群多数是条件致

病菌#并上升为医院血流感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不

能轻易判定为污染所致'

!*

(

)表
&

结果显示#头状葡萄

球菌在血流感染出现的患者中多属于免疫力较低者#

本为条件致病菌的菌属有可能在这类人群中变为疾

病的致病菌#故在临床治疗中不能忽视)

P-#

感染如表皮葡萄球菌*人型葡萄球菌*溶血

葡萄球菌都被认为是新的重要病原体#且已成为耐苯

唑西林$耐药率超过
;*e

&和多重耐药的病原体'

!!

(

)

P-#

耐药率日趋严重#其在临床中的研究较多#但单

纯的头状葡萄球菌的研究却很少)针对单一菌种的

研究能更好地掌握其致病特性#有利于指导临床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避免由于不合理应用而造成条件致病

菌更多地变成致病菌#减少多重耐药菌的产生#有效

控制临床感染#减轻患者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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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李候艳#

"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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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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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性护理对胆囊手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

将
""

例胆囊手术患

者随机分为
&

组!各
))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普外科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使用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

性护理%比较
&

组疼痛情况&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康复相关时间指标%结果
!

观察组术后
!

&

'>

时疼痛程度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

%

*(*3

$#观察组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

!

%

*(*3

$%观察组胆瘘&排尿困难&呼吸道分泌物增加&腹胀等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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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胆囊

手术患者实施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性护理!可有效减轻患者疼痛程度!缩短康复时间!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风险!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胆囊手术#

!

循证医学#

!

并发症#

!

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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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胆囊结石手术以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这一微

创疗法为主#该术式痛苦轻*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因

此在临床的应用逐渐增加'

!?&

(

)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适应证的不断放宽#手术难度有所增加#其术后并发

症问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

(

)并发症不仅

增加患者痛苦#还影响其康复速度#造成医疗资源的

不必要浪费#因此采取有效护理措施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意义重大'

)?3

(

)本研究以患者术后疼痛及并发症为

重点#采用以循证为基础的针对性护理#有效减少了

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胆囊手术患者)纳入标准!确诊胆囊

结石#保守治疗无效%胆囊结石直径高于
*(3JK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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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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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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