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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耐药率逐年上升%各年度差异有显著性#

!

$

"0"+

或
!

$

"0"'

$'只有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和头孢他啶的总耐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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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对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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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类抗生素耐

药%且耐药率逐年增加%应适当控制第三代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类药物的使用%以有效控制及延缓耐药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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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是临床最常见的条件致病菌%近

年来由于第三代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临

床的广泛应用%其对
&

"

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耐药性明显

增加%尤其是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造成的感

染%已成为临床抗感染治疗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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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本

院铜绿假单胞菌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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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耐药状况及

变化趋势%笔者对本院连续
#

年临床标本分离出的铜

绿假单胞菌资料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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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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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分离自本院
'###

年
'

月/

!""&

年
'!

月间临床送检的各类标本%共
!'!&

株%

同一患者同一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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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复分离株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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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分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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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0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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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进行细菌分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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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

的
@O2

鉴定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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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

鉴定系统进行细菌鉴定(药敏纸片为英国
E'/%J

公

司产品(培养基为法国
T%/#57%5='

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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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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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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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纸片扩散法%严格遵守美国临

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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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方法%以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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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果'耐药性判定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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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颁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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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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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标

准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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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P9EK!N+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方法为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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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0'

!

各年度铜绿假单胞菌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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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铜绿假单胞菌分离株数逐年增加%各年度构成比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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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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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度铜绿假单胞菌在检出细菌中的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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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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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主要分离自痰

标本%构成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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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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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0'

!

分布特点
!

铜绿假单胞菌在医院常分布于医

务人员的手&医疗器械及桌椅表面&病房的空气中%

因此是医院感染最常见的条件致病菌之一%也是

2;D

医院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可经常引起患者

肺部感染&术后伤口感染&泌尿道感染等'有研究表

明!

!

"

%铜绿假单胞菌是引起医院获得性肺炎%尤其是

2;D

肺部感染的首位病原菌'本资料结果显示%铜

绿假单胞菌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分离自痰标本的菌

株占
)&0(&G

'在科室分布中%主要来源于
2;D

&神

经外科&小儿及成人呼吸病房%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

原因是这些病房的患者病情重%机体免疫力低下%基

础疾病多%而抢救患者经常需要进行侵入性治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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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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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具有较高的稳

定性%明显高于第三代头孢菌素和氨曲南%因此目前

多用第四代头孢菌素策略性地替换第三代头孢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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