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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产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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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中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的表达率较高!氨基糖苷类修饰酶介

导的耐药在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铜绿假单胞菌&

!

2./

&

!

氨基糖苷类修饰酶&

!

重症监护室

中图法分类号"

/++4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65+,,

"

(&%5

$

%-6(4&$6&'

W<A;

:

>-<56

E

?>;A8<+>->79@+->

I

=

:

8>,+;60@>;+7

:

+-

I

6-P

:

@6

I

6-67?>@#MX

@A=<+;?A

I

0?6,+,<9-<U,6A;>@>-9,96?A

I

+->,9

"

BR#$0&'

(

=3'

#

26H23

)

*'

!4

9

+:/;4'/&

<

-=3'3F+=2+D&:+/&:

>

#

%4'

(>

+'

(

-4'/:+=%&@

9

3/+=

#

%4'

(>

+'

(

#

%*'+'+(%&&%

#

-.3'+

GD,<?98<

!

"D

*

68<+J6

!

78AEN9G>A

M

C>9>?99:

;

=9GGA8E8@CHAE8

M

<

D

B8GAF96H8FA@

D

AE

M

9Ec

D

H9

M

9E9

;

=8FIB9FL

D

HI<>AF=I

M

6=9GAG>CE>2G9IF8H8ECGC9=I

M

AE8GC

$

20C9=I

M

AE8GC

%

AEU._0K6<5>;,

!

T8I=CHAE8

M

<

D

B8GAF9H8FA@6

D

AE

M

9Ec

D

H9

M

9E9G

)

CE>

$

(i

%

6

&

#

CE>

$

'i

%

6

&

#

CEB

$

4j

%

6

&

CEFCEB

$

4j

%

6

'

*

8@4&HI<>AF=I

M

6=9GAG>CE>20C9=I

M

AE8GC

K9=9F9>9B>9FL

D

2./0L6,A=<,

!

">8>C<8@%4G>=CAEGB8E>CAEAE

M

CHAE8

M

<

D

B8GAF9H8FA@

D

AE

M

9Ec

D

H9

M

9E9K9=9

F9>9B>9FAE4& HI<>AF=I

M

6=9GAG>CE>20C9=I

M

AE8GCG>=CAEG

#

CEF>?9=C>9KCG(404$1

$

%4

"

4&

%

0"EF-G>=CAEG

$

%'0''1

%

B8E>CAE9FCE>

$

(i

%

6

& M

9E9

#

%&G>=CAEG

$

%404$1

%

B8E>CAE9F>?9CEB

$

4j

%

6

' M

9E9

#

(8@K?AB?B8E6

>CAE9FL8>?>?9CE>

$

(i

%

6

&M

9E9CEF>?9CEB

$

4j

%

6

'M

9E9

#

CEFCE>

$

'i

%

6

&

CEFCEB

$

4j

%

6

&M

9E9K9=9E8>F9>9B6

>9F0M>-8=A,+>-

!

7?9HI<>AF=I

M

6=9GAG>CE>20C9=I

M

AE8GCAE>?9U._8@>?AG=9

M

A8E?CGC?A

M

?9:

;

=9GGA8E=C>98@

CHAE8

M

<

D

B8GAF96H8FA@

D

AE

M

9Ec

D

H9

M

9E9

#

CEFF=I

M

=9GAG>CEB9=9GI<>9FL

D

CHAE8

M

<

D

B8GAF96H8FA@

D

AE

M

9Ec

D

H9

;

<C

D

GCEAH

;

8=>CE>=8<9AE>?9=9GAG>CEB9H9B?CEAGH8@HI<>AF=I

M

6=9GAG>CE>20C9=I

M

AE8GC0

N6

:

C>?;,

!

2G9IF8H8ECGC9=I

M

AE8GC

&

!

2./

&

!

CHAE8

M

<

D

B8GAF96H8FA@

D

AE

M

9Ec

D

H9

&

!

AE>9EGAN9BC=9IEA>

!!

随着大量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和不合理应用#铜

绿假单胞菌对氨基糖苷类药物的耐药性日趋严重(

而氨基糖苷类修饰酶介导耐药的多重耐药铜绿假单

胞菌可引起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菌血症'心内膜

炎和囊性纤维变性等疾病#往往会给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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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感染的患者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和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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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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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中的表达情况#

分析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中氨基糖苷类修饰酶介

导的耐药机制#从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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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师的合理用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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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CEJ

数据库进行同源性比对(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B=8G8@>X:B9<(&%&

对数据

进行整理(

/

!

结
!!

果

!!

所有菌株均能扩增出
=

;

G*

基因条带#见图
%

(

4&

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中检测到含有氨基糖苷类

修饰酶基因的菌株共
%4

株#检出率为
(404$1

$

%4

"

4&

%(

-

株含
CE>

$

(i

%

6

&

基因#检出率为
%'0''1

$

-

"

4&

%#见图
(

(

%&

株含有
CEB

$

4j

%

6

'

基因#检出率为

%404$1

$

%&

"

4&

%#见图
'

&其中两株同时含
CE>

$

(i

%

6

&

基因和
CEB

$

4j

%

6

'

基因#未检测出
CE>

$

'i

%

6

&

和
CEB

$

4j

%

6

&

基因(

2./

阳性产物随机各选取
%

例送
UE6

NA>=8

M

9E

公司测序#测序结果在
#9ÈC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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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氨基糖苷类药物的广泛使用导致细菌对

其耐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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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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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氨基糖苷类药物修饰酶#氨基糖苷类药物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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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相应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的阳性标

本做阳性对照#本研究将铜绿假单胞菌的管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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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修饰酶基因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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