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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纸

片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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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某院临床标本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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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铜绿假单胞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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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以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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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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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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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多药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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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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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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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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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携带率较高%应引起高度重视'本结果为山东地区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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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江浙地区学者已在国内外刊物上报道了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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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分离

株中检出消毒剂耐药基因和磺胺耐药基因
G

#B(

'

H"

<:$H

!

%$+

"

%但山东地区尚无报道'在革兰阴性杆菌耐

药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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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整合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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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

端有季铵类化合物#消毒剂$的耐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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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报告多药耐药#指对

三类及三类以上抗菌药物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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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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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检测结果%并讨论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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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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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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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多药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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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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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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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纸片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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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抗菌

药物的敏感性'共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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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抗菌药物%分别为*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噻肟&头

孢他啶&头孢西丁&头孢吡肟&氨曲南&亚胺培南&美

罗培南&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复方磺胺甲

口恶唑&氯霉素和米诺环素%均购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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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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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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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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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序
!

采用双脱氧末端终止法%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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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株多药耐药

F6!

中%

G

#B(

'

H"<:$H

基因阳性
%&

株%阳性率

)&-&&G

'任取一个
G

#B(

'

H"<:$H

基因
F@A

阳性

产物以双脱氧末端终止法测序%经
Q06?D)

#

OOO-

)/7%-)&#-)%*-

'

5<

-

Q06?D)

$比对%与美国
2.)"

Q$)N

已登录的
%&+

条
&

类整合子的
&V

保守端
G

#B(

'

H"<:$H

基因相同#截止至
!""#$")$"*

$'图
%

为
G

#B(

'

H"<:$H

基因
F@A

产物部分测序图'

图
%

!

G

#B(

'

H"<:$H

基因
F@A

产物部分测序图

C'

2

0"#A

!

F$=4%$&3.

S

(.)/.#$

9

5+F@A

9

=5,(/45+

G

#B(

'

H"<:$H

'

.).

,

#

,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I1)+./4@5)4=5&C5&#J5%I$)!""'



D

!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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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医院环境中常见细菌之一%常定植在不

流动的水&空调通风口&插花&各种医疗器具表面以

及患者肠道&皮肤上'

F6!

为条件致病菌%正常情

况下%并不感染人体的任何部位'但当人体免疫力

降低时#如长期应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肿瘤化疗&

器官移植应用免疫抑制剂&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患者$或严重创伤后#如烧伤&严重复合伤&大型手术

后$或医疗操作后#如气管切开&尿道插管和肾透

析$%

F6!

几乎可以感染人体的任何部位'临床表

现可为局部化脓性炎症和全身性感染%其中呼吸道

感染&心内膜炎&脑膜炎和败血症等常可危及患者生

命'已成为医院感染常见分离菌之一'

近年%不仅是我国江浙地区学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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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

分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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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检出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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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也有

类似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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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对消毒剂耐药可能是医院感染

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组
&"

株多药耐药的
F6!

消毒剂耐药基因阳性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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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江浙地

区学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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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同时%本研究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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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通过其他试验#见该系列文章$证实膜孔蛋白阳性率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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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

较高'

季铵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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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家簇表达细菌多种化合物外排泵

#外排消毒剂耐药$'多种化合物种类包括季铵类

#苯扎溴铵&苯扎氯铵&度米芬$&双胍类#氯己定$&碱

性染料#孔雀石绿$等消毒剂与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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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家

簇已报道的亚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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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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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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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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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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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整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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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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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为重叠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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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的抑菌

机制为与对氨苯甲酸#

F6Q6

$的化学结构相似%两

者竞争二氢叶酸合成酶使二氢叶酸合成减少'细菌

额外获得
<:$H

基因所表达二氢叶酸合成酶%抵消了

磺胺与
F6Q6

竞争性抑制作用%导致细菌耐磺胺'

国外近年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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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己定敷料可有效减少血

管和硬膜外插管的细菌定植%并能使插管相关血液

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呈减少趋势+氯己定消毒鼻咽

和口咽部位%可有效地减少心脏手术后医院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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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局部使用氯己定或氯己定加多粘菌素

消毒%可降低呼吸机相关肺炎发生率!

%%

"

+覆有氯己

定和磺胺的
'

代导管能有效预防细菌定植及细菌生

物膜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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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己定与磺胺银敷料用于烧伤科患者

创面可预防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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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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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氯己定-氯己定与磺胺预防感染在我国需要

重新评估'最近%国内学者证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

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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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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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外排左氧氟

沙星和利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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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能否外排抗菌药

物值得深入研究'

由于中外均无消毒剂药敏判断标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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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检测结果可提示临床细菌耐消

毒剂与磺胺%并提示阳性菌携带
&

类整合子'

苯扎溴铵&苯扎氯铵&氯己定不仅在临床医学诊

疗工作中常用%近年在日化用品中#牙膏&肥皂&洗手

液等$也有添加'并在家禽&家畜和食用真菌养殖业

中广为使用'虽然我国自上世纪
'"

年代已禁止在

养殖业中使用孔雀石绿作为防腐剂%但孔雀石绿在

水产养殖业中仍被滥用'近年%本地区即有0多宝

鱼1养殖中滥用抗菌药物和消毒剂事件发生'消毒

剂滥用也导致了耐消毒剂菌的产生'

#

F@A

引物由无锡市克隆遗传技术研究所糜祖

煌老师根据
!""#

年
&

月
%

日之前已在
OOO-)/7%-

)&#-)%*-

'

5<

-

)(/&.54%,.

登录的各种
&

类整合子序

列的保守区域完成设计%并获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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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结果显示%在
6

&

Q

两组中%发生
C6F

新

生儿的胎龄&机械通气患儿中早产儿比率&

C6F

新

生儿中早产儿比率及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情况等%

两组差异均无显著性#

%

$

"-"+

$'在入院时日龄&

使用机械通气原因&基础疾病以及环境条件等均无

明显改变的情况下%

Q

组
C6F

的发生率降至

%#-%#G

%较
6

组#

&"-""G

$明显下降#

%

#

"-"%

$'

提示采取干预措施#加强手卫生$后%经操作者手传

播的感染显著减少'

Q

组新生儿入院后开始使用机械通气的时间明

显短于
6

组#

%

#

"-"+

$%说明
Q

组新生儿入院时病

情更严重%需要的干预治疗更多%医院感染高危因素

也随之增加'

Q

组新生儿病情相对复杂%持续使用

机械通气时间稍长于
6

组%但由于其
C6F

的发生

率明显下降%避免了由于
C6F

而造成的撤机困难&

治疗难度增加%其平均住院时间较
6

组仅延长
)-+

,

%为新生儿减轻了痛苦%降低了住院费用'研究结

果显示!

)$+

"

%使用机械通气时间越长%

C6F

的发生

率越高+机械通气持续时间的延长是发生
C6F

的

独立危险因素'还有研究认为%

1@;

内发生
C6F

的患者有
!+G

是交叉感染所致%主要是通过不严格

的操作引起!

(

"

'本研究中%

Q

组的
C6F

发生率理论

上应高于
6

组%但是经过合理的手卫生措施干预

后%切断了感染传播途径%减少了感染的发生'

Q

组使用机械通气后
+,

内发生
C6F

的比率

明显低于
6

组#

%

#

"-"+

$%而
J1@;

中进行机械通

气治疗的新生儿在入院
+,

内病情多不稳定%需要

频繁吸痰%更换气管导管等操作'提示加强手卫生

后%在机械通气
+,

内由于治疗操作引起的病原菌

传播明显减少'

随着
J1@;

急救技术的不断提高%侵入性操作

随之增加%我们在重视医疗环境&各项消毒隔离措施

的同时%更要重视手卫生%避免由于医务人员在诊

疗&护理操作过程中而造成经手传播的感染'韩黎

等!

*

"的调查显示%医务人员在接触患者后的洗手率

为
+(-+G

%明显高于接触患者前及接触物品后手卫

生的执行率
&+G

'我们认为%要提高医务人员对手

卫生的依从性%首先应加强培训%强化医务人员对手

卫生的认识+同时设置方便使用的&完善的手卫生设

施%并加大监督力度%以达到促使医务人员自觉执行

手卫生的目的%有效控制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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