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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细菌种群结构的分布和变迁对了解感染性

疾病的病原属性&细菌耐药变迁&流行病学发展趋势

以及疾病的防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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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组临床细菌分布以
4

$杆菌为主%且后
'

年较

前
'

年阴性杆菌的检出有所上升#

!

!

.+&/'#

%

7

%

"/"#

$'其原因除本地区近年来散发流行副伤

寒%血液标本中检出的甲型副伤寒沙门菌显著增多

外%与条件致病
4

$杆菌所致临床感染明显增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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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这与国内外感染菌变迁总趋势!

!$%

"一致'剔除

传染病病原菌%在菌群构成比方面仍以
4

,球菌占优

势%可能与标本来源和组成有关*一般以血液标本为

主%或主要来自社区感染的标本 !

'$+

"

'本组临床标

本绝大部分来自社区感染者%血液标本占所有临床

标本的
%'/%%J

#

!+('%

,

("*(%

$%是构成标本来源

的主体'

条件致病菌检出机会的增多是本组菌群变迁最

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

$血液标本中
<3?

的

分离率由
"/*+J

上升至
!/#%J

*检出菌株数占全部

分离菌的
*/*)J

#

#(%*

,

#*(+%

$%占除甲型副伤寒

沙门菌外细菌的
##/(!J

#

#(%*

,

#%#*+

$'

<3?

已

成为临床血液标本中分离到的首要病原菌%同时又

是败血症现代感染的首要致病菌!

*

"

'

<3?

感染的

增加以及耐甲氧西林
<3?

#

NB<3?

$与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

NB?2

$高耐药结果势必造成抗感

染治疗形势更加严峻'#

!

$以铜绿假单胞菌和不动

杆菌属细菌为代表的非发酵菌逐渐上升%尤其以不

动杆菌属细菌升高更为显著%仅
!""*

年就检出
#&+

株%超过了铜绿假单胞菌#

#%"

株$%跃居非发酵菌首

位%成为下呼吸道感染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主要

病原菌'鲍曼不动杆菌产酶率高%多种水解酶并存%

耐药机制十分复杂%耐药问题日趋严重%常表现出该

菌耐药谱具有显著的高耐药和多重耐药性%给临床

治疗带来极大困难%应予足够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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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酵母样

真菌的检出增加%尤其在呼吸道标本中已占有绝对

的优势'按年度统计%

!""*

年共检出真菌
+#*

株%

占年度全部分离菌的
!%/%'J

#

+#*

,

!&)+

$%已上升

至所有标本分离菌种的首位*是呼吸道疾病继发感

染和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虽然临床酵母菌对氟

康唑等临床常用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还相对较

低!

#"

"

%但从耐药性上升的趋势或在医院内形成二重

感染后%将会对临床治疗构成极大威胁'

4

$杆菌感染增加以及条件致病菌检出的增多%

符合现代临床感染菌群变迁的特点'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由于大量广谱抗菌药

物&免疫抑制剂和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等的长期广泛

应用%质粒播散等因素所致
1

"

内酰胺酶引起的耐药

问题在本地区表现十分突出%临床细菌对许多常用

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日渐上升'这不但可使机体对细

菌的生态平衡作用发生改变%抑制
4

,菌而导致
4

$

菌过度生长%且与条件致病菌的增多直接有关'

菌群变迁另一显著的特点是草绿色链球菌群&

肠道致病菌和甲型副伤寒沙门菌检出的下降'草绿

色链球菌检出的下降%可能与对该菌的病原性认识

有关%因为草绿色链球菌绝大多数是由痰和咽拭子

标本检出%在许多情况下该菌正常定植在呼吸道分

泌物中%因而经常把它视为正常菌群放弃报告%这种

情况近年来尤为明显'志贺菌属细菌是肠道致病菌

中的主要病原菌#占
%&/+#J

%

%)!

,

*(&

$%也是本地

区主要的消化道感染性病原菌之一*该菌属以福氏

志贺菌为主%占
&)/!&J

#

%")

,

%)!

$%其次是宋内志

贺菌和痢疾志贺菌%分别占
'/)!J

#

!)

,

%)!

$和

#/)&J

#

(

,

%)!

$*

*%/&'J

#

)(+

,

%)!

$的菌株在夏秋季

检出'近年来肠道致病菌检出下降的原因不太清

楚%是否与地方性传染病#甲型副伤寒$的流行有关%

值得进一步观察研究'本地区甲型副伤寒的流行病

学结果%笔者已作过专题报道!

##

"

%甲型副伤寒沙门

菌分离率的下降说明该菌的流行有所控制'但鉴于

本次流行甲型副伤寒沙门菌的检出呈现间歇式高峰

期特点#见图
#

$%是否会有反复%值得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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