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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梭菌（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是专性厌氧

革兰阳性芽孢杆菌，主要通过粪口途径进行传播，并

可导致艰难梭菌感染（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ＣＤＩ）
［１］。该菌于１９３５年首次报道，直至１９７８年

被认为是引起假膜性肠炎的病原菌之一［２３］。其致病

机制主要是产生 Ａ、Ｂ两种毒素（ＴｃｄＡ，ＴｃｄＢ），临

床表现可从轻度的自限性腹泻到严重的假膜性肠炎

的腹泻［４］。近年，由于艰难梭菌高产毒株（０２７／

ＮＡＰ１／ＢＩ型）在世界几个地区的暴发流行，且在中

国香港和广东省已有０２７型散发的个案报道，艰难

梭菌已成为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５９］。

我们曾对石家庄地区医院住院患者分离的３３株艰

难梭菌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发现以ＳＴ３７和ＳＴ５４

为主，与我国北京的报道［１０］一致。近年，儿童及成

人社区获得性ＣＤＩ呈上升趋势
［１１１４］，在美国、加拿

大和欧洲地区社区获得性ＣＤＩ占总ＣＤＩ发病人数

的２０％～５０％
［１５］，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１６］。

但是，社区艰难梭菌传播途径，尤其是无症状携带艰

难梭菌的健康人群在ＣＤＩ的流行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未知。因此，本文对健康人群艰难梭菌的定植、传

播及感染防控做一详细综述。

１　健康人群艰难梭菌的定植情况

１．１　婴幼儿艰难梭菌的定植　新生儿刚出生时肠

道是无菌的，１ｄ后肠道菌群开始建立，１周后获得

与成人相似的菌群结构。正常成人艰难梭菌的携带

率为１％～７％
［１７］，而儿童的携带率可高达７５％，但

通常并未表现出腹泻相应的临床症状［１８２５］。其机制

可能有以下几点：（１）由于肠道非产毒株艰难梭菌的

竞争性抑制，使产毒艰难梭菌生长受到限制。（２）婴

儿不成熟的免疫系统，信号通路的表达下降，肠道毒

素受体的缺乏，导致艰难梭菌的毒素缺乏作用靶位，

从而不能对其致病。（３）婴儿正常的菌群结构对毒

素产生的调节作用以及从母体内获得的有关抗体可

以中和毒素［２６］。

截止目前研究推测，在婴幼儿肠道内定植的艰

难梭菌主要有两大来源。第一，婴幼儿携带的艰难

梭菌可能来源于医院环境。Ｋｉｍ等
［２７］在新生儿病

房的地面上检出艰难梭菌，并且发现其能在地面存

活５个月之久。第二，母婴传播。Ｍａｔｓｕｋｉ等
［２４］对

４０对新生儿和母亲及其出生时的医院环境进行艰

难梭菌的检测发现，新生儿及其母亲粪便中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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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梭菌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核糖体分型和脉冲

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型相同，而与医院环境中分

离的菌株型别存在差异，表明婴幼儿肠道内的艰难

梭菌可能通过母婴传播获得。所以母婴传播与环境

因素对婴幼儿艰难梭菌的定植均可能起一定的作

用。

儿童艰难梭菌的定植可能是一个动态过程，其

携带率受年龄、饮食和环境等因素影响。首先，艰难

梭菌定植与年龄相关。研究［２８］表明，婴幼儿出生第

１个月即携带有艰难梭菌，７～９个月携带率达最高，

而后随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２岁后携带率与成

人接近。其次，母乳喂养婴儿的携带率比奶粉喂养

的低。目前，母乳中是否存在抑制艰难梭菌定植的

机制尚无定论，但有以下几种说法可以对其进行初

步解释。（１）母乳喂养婴儿的粪便ｐＨ 值比奶粉喂

养婴儿低，胃肠道内容物酸性的增加可以使艰难梭

菌由营养细胞状态变成芽孢状态，从而抑制其定

植［２９］。（２）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主要是分泌性ＩｇＡ

和非免疫球蛋白成分，可以抑制毒素Ａ和受体的结

合［３０］。（３）母乳喂养婴儿的粪便低ｐＨ值有利于肠

道中双歧杆菌的生长，从而通过竞争营养物质及产

生乳酸、氢过氧化物、挥发性脂肪酸和细菌素等抑制

艰难梭菌生长［３１３４］。再次，环境因素对艰难梭菌的

定植也存在一定的影响。研究［３５］发现，住院时间延

长会增加婴儿艰难梭菌的携带率，因此推测可能是

暴露于医院环境的原因。

艰难梭菌在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形成芽孢，而芽

孢对于消毒剂（如乙醇）、肥皂、高温和干燥均有很强

的抵抗力，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数月到数年，利于艰

难梭菌的传播［３６３７］。Ｍａｔｓｕｋｉ等
［２４］对２所托儿所及

１所幼儿园的儿童及周围环境进行艰难梭菌检测，

发现从托儿所地面分离的艰难梭菌与该托儿所儿童

分离的菌株型别相同，该结果提示携带艰难梭菌的

儿童粪便可能污染其周围环境，通过接触芽孢引发

交叉感染并进行传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等
［３８］对儿童粪便

标本进行艰难梭菌培养，并与成人致病菌株进行比

较，发现对成人致病的菌株也在儿童体内定植，所以

儿童无症状定植的艰难梭菌可能成为病原菌的储存

库和传染源。近期，我们对不同地区３所幼儿园健

康儿童粪便艰难梭菌携带情况进行初步研究，发现

３所幼儿园携带率类似，但与国外报道尚有不同之

处，正在进行深入研究。

１．２　成人艰难梭菌定植及影响因素　目前，在医院

内艰难梭菌感染期和恢复期患者，以及被艰难梭菌污

染的医院环境被认为是艰难梭菌潜在的传染源［３９］。

正常成人艰难梭菌的携带率为１％～７％
［１７］，而其定

植的艰难梭菌也可能是传染源。Ｋａｔｏ等
［１７］分别对

７组１２３４例健康成人用粪便直接培养法进行艰难梭

菌检测，并用ＰＣＲ核糖体及ＰＥＧＥ对菌株进行分型，

发现总定植率为７．６％，７组人群的携带率为４．２％～

１５．３％。其中３组中发现ＰＦＧＥ分型及ＰＣＲ核糖体

分型有聚类的现象，提示除医院内，社区正常成人中

同样存在交叉感染。说明正常成人携带的艰难梭菌

可能是社区获得性ＣＤＩ的传染源。但关于其传播途

径及致病机制尚需进一步阐述。

成人艰难梭菌的定植与肠道菌群之间存在一定

关系。以下因素可以抑制艰难梭菌的定植：肠道中

氨基酸的缺乏、ｐＨ 值的降低和挥发性脂肪酸的增

加等。Ｏｚａｋｉ等
［４０］对艰难梭菌阳性与阴性的人群进

行肠球菌含量的分析，得出艰难梭菌阳性人群粪便

中肠球菌的含量高于阴性人群。Ｈｏｐｋｉｎｓ等
［４１］指

出，ＣＤＩ患者粪便中的肠球菌同样高于正常人。值

得注意的是，儿童也存在这种现象，艰难梭菌通常定

植在粪便中含肠球菌多的儿童体内［４２］。所以，肠道

中肠球菌的含量和艰难梭菌的定植存在相关性。可

以通过培养粪便中肠球菌估测艰难梭菌的数量。

１．３　医务工作者艰难梭菌的定植　关于医务工作

者艰难梭菌携带率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Ｃａｒｍｅｌｌｉ

等［４３］对５５份医务人员的粪便标本进行分析，发现

无１人携带艰难梭菌。奥地利学者
［４４］收集１１２份医

务人员的粪便标本，同样未发现有携带艰难梭菌的

情况。相反，来自日本［１７］和荷兰［４５］的报道，医务人

员的定植率分别为４．３％和１３％。对河北某地区医

务人员的粪便研究发现，其艰难梭菌携带率介于以

上报道数据之间（待发表资料）。这些数据表明，医

务人员艰难梭菌的定植率和正常成人相似。Ａｒｆｏｎｓ

等［４６］还指出免疫低下、慢性疾病或接受抗菌药物治

疗的人群，一半为医务人员，说明艰难梭菌可能是医

务人员的一个职业暴露因素。目前，认为医务人员

手可能是艰难梭菌在医院环境传播的一个重要原

因。医务人员接触ＣＤＩ患者时，其手部可能会被艰

难梭菌芽孢污染，并通过接触其他物体／患者进行传

播。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等
［４７］对医务人员手进行艰难梭菌

检测，５９％的医务人员在未带手套的情况下接触患

者，导致手上携带艰难梭菌；同时，指出通过洗手和

戴手套的方式可以将艰难梭菌手部携带率降为０。

因此，医务人员在接触不同患者时应用肥皂和水洗

手，及时更换手套，这是防止艰难梭菌芽孢经手传播

·５８２·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５年４月第１４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４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１５



的有效方法。

２　艰难梭菌感染控制及预防措施

２．１　严格控制抗菌药物的应用　对于有危险因素

（近期应用抗菌药物、应用抗肿瘤药物、年龄偏高、近

期住院史、既往患过ＣＤＩ）的患者，医务人员应高度

重视可能的艰难梭菌感染，并且应使用灵敏度高、特

异性好及检测周期短的方法对其进行检测，以利于

进一步对艰难梭菌感染进行有效的治疗。

目前，认为 ＣＤＩ的发生与肠道菌群的紊乱有

关。大量抗菌药物的使用可以使肠道正常菌群定植

减少，破坏肠道菌群平衡，是ＣＤＩ最主要的危险因

素。任何抗菌药物的使用均可以诱发ＣＤＩ，而克林

霉素、头孢菌素或喹诺酮类药物的使用可以更大程

度地增加ＣＤＩ的发生率。刘元元等
［４８］对２００９年

２—１２月和２０１１年４—７月住院腹泻患者进行粪便

艰难梭菌培养，期间由于２０１１年卫生部对抗菌药物

使用进行整治，医院抗菌药物实行临床应用分级管

理制度，临床医生对抗菌药物的应用更加合理、规

范，２０１１年４—７月的标本艰难梭菌检出率低于

２００９年２—１２月。说明限制常见抗菌药物的应用

对预防ＣＤＩ是很有效的。Ｖａｌｉｑｕｅｔｔｅ等
［４９］也发现

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可以使ＣＤＩ的发生率降低６０％。

２．２　隔离ＣＤＩ患者　对ＣＤＩ患者和非ＣＤＩ患者居

住房间的物体表面进行分析，发现前者艰难梭菌分离

率明显高于后者［５０］。艰难梭菌无症状携带者居住房

间的物体表面也分离出艰难梭菌，但分离率较ＣＤＩ患

者低。另外，一项队列研究［５０］对双人间和单人间的

患者进行艰难梭菌检测，双人间患者ＣＤＩ发生率明显

增高，且双人间患者一旦暴露于艰难梭菌阳性的室

友，其患ＣＤＩ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因此，对确诊或疑

似ＣＤＩ患者应采用单人房间进行隔离治疗，防止交叉

感染，且进入其房间的人员都应佩戴手套和隔离衣，

注意手卫生和防护。

２．３　应用含氯消毒剂消毒　由于艰难梭菌可以产

生芽孢，污染医院环境，使用合适的消毒剂进行环境

消毒至关重要。艰难梭菌芽孢对乙醇的杀菌作用有

抵抗力，所以使用乙醇产品并不能减少手上携带的

艰难梭菌芽孢，其仍可以通过手传播给其他人。指

南［５１］建议，用含有效氯５０００ｍｇ／Ｌ的消毒剂进行

环境消毒的效果最佳。某项研究［５２］将使用的消毒

液由非含氯消毒剂更换为１０％次氯酸钠溶液，对

４２５２例患者居住房间进行消毒，骨髓移植患者艰

难梭菌相关性腹泻（ＣＤＡＤ）的发病率从８．６０‰降

至３．３０‰，所以使用含氯消毒剂在ＣＤＩ发生率高的

地区可以有效降低患者发生ＣＤＩ风险。

２．４　使用益生菌预防　益生菌是指摄入对健康有

益的活菌制剂，其作用在于调节肠道菌群，保护肠道

屏障。服用益生菌（鼠李糖乳酸杆菌ＧＧ和布拉酵

母菌）可以降低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但仅有限的研

究指出可以降低ＣＤＩ的发生率
［５１］。一项随机对照

试验［５３］显示，服用含干酪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

和嗜热链球菌的酸奶可以降低住院患者发生ＣＤＩ

的风险。Ｓｅｋｉ等
［５４］研究表明，醋酸梭菌 ＭＩＹＡＩＲＩ

（ＣＢＭ）有利于肠道菌群的恢复，还可以有效预防和

治疗儿童ＣＤＩ。虽然应用益生菌预防和治疗ＣＤＩ

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Ｍｉｌｌｅｒ

等［５５］指出存在使用布拉酵母菌引起真菌血症的个

别病例。

２．５　注射疫苗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艰难梭菌感

染率及复发率的逐渐升高，以及高产毒株０２７型的

出现，开发新的防治方法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目前

ＣＤ疫苗主要是针对ＴｃｄＡ和ＴｃｄＢ两种毒素的特

异性疫苗。已有研究［５６］显示，毒素特异的宿主抗体

可以影响艰难梭菌在体内的感染和定植。Ｋｙｎｅ

等［５７］对２７１例患者血清和粪便中针对 ＴｃｄＡ 和

ＴｃｄＢ抗体水平进行检测，指出无症状携带者血清中

ｌｇＧ比腹泻患者高。Ｓｏｕｇｉｏｕｌｔｚｉｓ等
［５８］对３例反复

发作的ＣＤＩ患者使用两种毒素疫苗，在接种疫苗

４次后，所有患者停用万古霉素且半年内未复发，其

中２例患者血清中抗ＴｃｄＡ与ＴｃｄＢ的ＩｇＧ抗体明

显升高。

据统计，美国每年用于治疗 ＣＤＩ的费用超过

３０亿美元
［５９－６０］。艰难梭菌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解艰难梭菌的传播与感染方式，做好防控工作是有

效防止艰难梭菌暴发流行的前提。随着社区获得性

ＣＤＩ发生率的逐渐升高，健康人群携带的艰难梭菌

被认为可能是传染源。正常婴幼儿艰难梭菌携带率

高，通过芽孢污染环境，其可能是艰难梭菌的储存

库。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是控制艰难梭菌感染较好的

措施之一。ＣＤＩ患者必须做好隔离措施，防止艰难

梭菌芽孢的传播；医务工作者要勤洗手，检查不同患

者时要及时更换手套，切断艰难梭菌的传播途径；同

时，应用疫苗对患者进行免疫接种亦具有积极作用。

因此，阐明艰难梭菌无症状携带者在疾病流行病学

中的作用，了解艰难梭菌传播及流行趋势，探讨其防

治方法和策略，对于有效预防艰难梭菌的暴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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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帮助。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ｏｕｄｇａｌＶ，ＳｏｂｅｌＪＤ．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ｃｏｌｉｔｉｓ：ａｒｅｖｉｅｗ

［Ｊ］．２０１２，４０（１）：１３９－１４８．

［２］　ＨａｌｌＩＣ，Ｏ’Ｔｏｏｌｅ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ｌｏｒａｉｎｎｅｗｂｏｒ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ｉｔｈ

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ｗ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ａｎａｅｒｏｂｅ，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犻狊

［Ｊ］．ＡｍＪＤｉ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３５，４９（２）：３９０－４０２．

［３］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ＪＧ，ＣｈａｎｇＴＷ，Ｇｕｒ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ｐｓｅｕｄｏ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ｓｃｏｌｉｔｉｓｄｕｅｔｏｔｏｘ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ｌｏｓ

ｔｒｉｄｉａ［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１９７８，２９８（１０）：５３１－５３４．

［４］　ＲｕｐｎｉｋＭ，ＷｉｌｃｏｘＭ Ｈ，ＧｅｒｄｉｎｇＤＮ．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ＮａｔＲｅｖ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９，７（７）：５２６－５３６．

［５］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ＬＣ，ＯｗｉｎｇｓＭ，ＪｅｒｎｉｇａｎＤＢ．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

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ｆｒｏｍＵＳｓｈｏｒｔｓｔａｙ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ｓ，１９９６２００３［Ｊ］．Ｅｍｅｒｇ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６，１２（３）：４０９－４１５．

［６］　ＫｅｌｌｙＣＰ，ＬａＭｏｎｔＪＴ．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ｈａｎｅｖｅｒ［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８，３５９（１８）：１９３２－１９４０．

［７］　ＬｏｏＶＧ，ＰｏｉｒｉｅｒＬ，ＭｉｌｌｅｒＭＡ，ｅｔａｌ．Ａ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ｃｌ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Ｊ］．ＮＥｎｇｌＪ

Ｍｅｄ，２００５，３５３（２３）：２４４２－２４４９．

［８］　ＷａｎｇＰ，ＺｈｏｕＹ，Ｗ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

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ｒｉｂｏｔｙｐｅ０２７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Ｊ］．

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ｏｓｐ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４，３５（１）：９５－９８．

［９］　ＣｈｅｎｇＶＣ，ＹａｍＷＣ，ＣｈａｎＪＦ，ｅｔａｌ．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

ｒｉｂｏｔｙｐｅ０２７ａｒｒｉｖｅｓ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Ｊ］．Ｉｎｔ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２００９，３４（５）：４９２－４９３．

［１０］杨靖，李志荣，赵建宏，等．３３株艰难梭菌临床分离株的多位

点序列分型［Ｊ］．中华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６（１０）：９２０－９２５．

［１１］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 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２００６［Ｊ］．ＭｏｒｂＭｏｒｔａｌＷｋｌｙＲｅｐ，２００８，５７（１３）：３４０－３４３．

［１２］ＫｉｍＪ，ＳｍａｔｈｅｒｓＳＡ，ＰｒａｓａｄＰ，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ｍｏｎｇ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８，１２２（６）：１２６６－１２７０．

［１３］Ｚ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ＭＤ，ＴｉｌｌｏｔｓｏｎＧＳ，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Ｃ．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

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９７－

２００６［Ｊ］．Ｅｍｅｒｇ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０，１６（４）：６０４－６０９．

［１４］ＷｉｌｃｏｘＭ Ｈ，ＭｏｏｎｅｙＬ，ＢｅｎｄａｌｌＲ，ｅｔａｌ．Ａ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８，６２（２）：３８８－３９６．

［１５］ＷｉｅｇａｎｄＰＮ，ＮａｔｈｗａｎｉＤ，ＷｉｌｃｏｘＭ Ｈ，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ｕｒｄｅｎ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ＪＨｏｓｐ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１２，８１（１）：１－１４．

［１６］ＲｉｌｅｙＴ Ｖ，ＣｏｏｐｅｒＭ，ＢｅｌｌＢ，ｅ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Ｊ］．Ｃｌｉｎ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

１９９５，２０（Ｓｕｐｐｌ２）：Ｓ２６３－Ｓ２６５．

［１７］ＫａｔｏＨ，ＫｉｔａＨ，ＫａｒａｓａｗａＴ，ｅｔ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ｅｘａｍ

ｉｎｅｄｂｙＰＣＲｒｉｂｏｔｙｐ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ｄｆｉｅｌｄ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Ｊ］．ＪＭ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１，５０（８）：７２０－７２７．

［１８］ＲｅｘａｃｈＣＥ，ＴａｎｇＦｅｌｄｍａｎＹＪ，ＣａｎｔｒｅｌｌＭＣ，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

ｌｏｇｉｃ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ｉｎａｆｒｅ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ａ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Ｊ］．Ｄｉａｇ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６，５６

（２）：１０９－１１４．

［１９］ＬａｒｓｏｎＨＥ，ＢａｒｃｌａｙＦＥ，ＨｏｎｏｕｒＰ，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１９８２，１４６

（６）：７２７－７３３．

［２０］ＳａｎｄｏｒａＴＪ，ＦｕｎｇＭ，ＦｌａｈｅｒｔｙＫ，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Ｊ，２０１１，３０（７）：５８０－５８４．

［２１］ＣｏｌｌｉｇｎｏｎＡ，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ｅｐｉｔｒｅＣ，ｅｔ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ｆ犆犾狅狊

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Ｅｕｒ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１９９３，１５２（４）：３１９－３２２．

［２２］ＨｏｌｓｔＥ，ＨｅｌｉｎＩ，ＭａｒｄｈＰＡ．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

犮犻犾犲ｆｒｏｍ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Ｓｃａｎｄ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１９８０，１３（１）：４１－４５．

［２３］ＰｅｎｄｅｒｓＪ，ＳｔｏｂｂｅｒｉｎｇｈＥＥ，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ａｎｄｔＰＡ，ｅｔａｌ．Ｔｏｘｉ

ｇｅｎｉｃａｎｄｏｎｔｏｘｉｇｅｎｉｃ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ｌ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ｔｏｐｉｃ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ｓ［Ｊ］．Ｇｕｔ，２００８，５７（７）：１０２５－１０２６．

［２４］ＭａｔｓｕｋｉＳ，ＯｚａｋｉＥ，ＳｈｏｚｕＭ，ｅｔ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犆犾狅狊狋狉犻犱

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ａｙｃａｒ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Ｋａｎａｚａｗａ，Ｊａｐａｎ［Ｊ］．Ｉｎ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５，８（１）：４３－４８．

［２５］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ＯｓａｋｉＴ，ＫａｍｉｙａＳ，Ｓａｗａｍｕｒａ，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ｉｎ

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ｂｙ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ｌｏｒａｏｆｉｎｆａｎｔ

ｆａｅｃ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ｌｏｗ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ＪＭ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４，

４０（３）：１７９－１８７．

［２６］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ＬＶ，Ｂｒ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ｒＳＡ，ＧｕａｎｄａｌｉｎｉＳ．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ａｐｈａｎｔｏｍ ｍｅｎａｃｅ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

［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Ｎｕｔｒ，２０００，３１（３）：２２０－２３１．

［２７］ＫｉｍＫＨ，ＦｅｋｅｔｙＲ，ＢａｔｔｓＤＨ，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

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ｏｌｉｔｉｓ［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１９８１，１４３

（１）：４２－５０．

［２８］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Ｃ，ＰｏｉｌａｎｅＩ，ＤｅＰｏｎｔｕａｌＬ，ｅｔａｌ．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

犳犻犮犻犾犲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ｎｆａ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ｏｒ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ｔｒａｉｎｓ［Ｊ］．ＣｌｉｎＩｎｆｅｃＤｉｓ，２０１２，５５（９）：

１２０９－１２１５．

［２９］ＭｉｙａｚａｋｉＳ，ＭａｔｓｕｎａｇａＴ，ＫａｗａｓａｋｉＫ，ｅｔ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ｉｓｏ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ｓｐｏｒｅｓ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ｆｅｃｅｓｏｆｎｅｗｂｏｒ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１９９２，３６

（２）：１３１－１３８．

［３０］ＲｏｌｆｅＲＤ，ＳｏｎｇＷ．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ａｎｄｎｏｎ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ｉｌｋ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ｏｘｉｎ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ｂｉｎｄｉｎｇ

［Ｊ］．ＪＭ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５，４２（１）：１０－１９．

［３１］ＲｏｌｆｅＲＤ．Ｒｏｌｅ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ｉｎ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７８２·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５年４月第１４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４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１５



ｔｏ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狊［Ｊ］．ＩｎｆｅｃｔＩｍｍｕｎ，１９８４，４５（１）：１８５

－１９１．

［３２］ＮａａｂｅｒＰ，ＳｍｉｄｔＩ，ＳｔｓｅｐｅｔｏｖａＪ，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

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ｓｔｒａｉｎｓｂｙ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犔犪犮狋狅犫犪犮犻犾犾狌狊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Ｊ

Ｍ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４，５３（６）：５５１－５５４．

［３３］ＢａｒｔｏｌｏｎｉＡ，ＭａｎｔｅｌｌａＡ，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ＢＰ，ｅｔａ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ｏｆｎｉｓｉ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Ｊ］．

Ｊ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４，１６（２）：１１９－１２１．

［３４］ＫｌｅｅｓｓｅｎＢ，ＢｕｎｋｅＨ，ＴｏｖａｒＫ，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ｗｏｉｎｆａｎｔｆｏｒ

ｍｕｌａ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ｍｉｌｋ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ａｅｃａｌｆｌｏｒａｉｎ

ｎｅｗｂｏｒ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Ａｃｔａ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１９９５，８４（１２）：１３４７－１３５６．

［３５］ＴｉｎａＬＧ，ＰｒｏｔｏＮ，ＳｃｉａｃｃａＡ．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ｃｏｌｏ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ｐｒｅｔｅｒｍ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Ｊ］．Ｐｅ

ｄｉａｔｒ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Ｊ，１９９４，１３（１２）：１１５８－１１５９．

［３６］ＭｅｒｒｉｇａｎＭ，ＶｅｎｕｇｏｐａｌＡ，ＭａｌｌｏｚｚｉＭ，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ｈｙｐｅｒ

ｖｉｒｕｌｅｎｔ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ｔｒａｉｎｓ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ｐｏｒ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ｒｏｂｕｓｔｔｏｘ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２０１０，

１９２（１９）：４９０４－４９１１．

［３７］ＳｉｒａｒｄＳ，ＶａｌｉｑｕｅｔｔｅＬ，ＦｏｒｔｉｅｒＬＣ．Ｌａｃｋｏ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ｉｎｔｙｐｅ，ａｎｄ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Ｊ］．Ｊ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４９（１２）：４０４０－４０４６．

［３８］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Ｃ，ＬｅｍｅｅＬ，ＬｅＭｏｎｎｉｅｒＡ，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ｓｔｒａｉｎｓ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ＪＭ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６０（８）：１１１２－１１１８．

［３９］ＧｅｒｄｉｎｇＤＮ，ＯｌｓｏｎＭ Ｍ，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ＬＲ，ｅｔａｌ．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

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ａｎｄｃｏｌｉｔｉ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

１９８６，１４６（１）：９５－１００．

［４０］ＯｚａｋｉＥ，ＫａｔｏＨ，ＫｉｔａＨ，ｅｔａｌ．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ｃｏｌｏ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ｄｕｌｔｓ：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ＪＭ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４，

５３（２）：１６７－１７２．

［４１］ＨｏｐｋｉｎｓＭＪ，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Ｇ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ｆａｅｃｅｓｗｉｔｈａｇｅａｎｄｗｉｔｈ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

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Ｍ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２，５１（５）：４４８－４５４．

［４２］ＭｉｔｓｕｏｋａＴ，ＨａｙａｋａｗａＫ，ＫｉｍｕｒａＮ．Ｔｈｅｆａｅｃａｌｆｌｏｒａｏｆｍａｎ．

ＩＩ．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ｆｌｏｒ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

［Ｊ］．Ｚ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ＢａｋｔｅｒｉｏｌＯｒｉｇＡ，１９７４，２２６（４）：４６９－４７８．

［４３］ＣａｒｍｅｌｌｉＹ，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Ｌ，ＤｅＧｉｒｏｉａｍｉｉＰＣ，ｅｔａｌ．Ｓｔｏｏｌｃｏｌｏ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ｉｔｈ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

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ｏｓｐ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８，１９（１）：３８－４０．

［４４］ＨｅｌｌＭ，ＳｉｃｋａｕＫ，ＣｈｍｅｌｉｚｅｋＧ，ｅｔａ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

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ｆｆ［Ｊ］．ＡｍＪＩｎｆ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２，４０（１０）：１０２３－１０２４．

［４５］ｖａｎＮｏｏｄＥ，ｖａｎＤｉｊｋＫ，ＨｅｇｅｍａｎＺ，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ａｍｏｎｇＨＣＷｓ：ｄｏｗｅｄｉｓｒｅ

ｇａｒｄ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ｏｓｐ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９，３０

（９）：９２４－９２５．

［４６］ＡｒｆｏｎｓＬ，ＲａｙＡＪ，ＤｏｎｓｋｅｙＣＪ．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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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犆犾狅狊狋狉犻犱犻狌犿犱犻犳犳犻犮犻犾犲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Ｎ Ｅｎｇｌ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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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ＳｕｒａｗｉｃｚＣＭ，ＢｒａｎｄｔＬＪ，ＢｉｎｉｏｎＤＧ，ｅｔ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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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ｘｉｎＡ［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０，３４２（６）：３９０－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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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ｏｓｐ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７，２８（１１）：１２１９－

１２２７．

（本文编辑：熊辛睿）

·８８２·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５年４月第１４卷第４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１４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