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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目的
!

调查某医院临床科室分离的
*

株食酸丛毛单胞菌的同源性%探讨其导致医院血流感染的途径&

方法
!

对分离的食酸丛毛单胞菌%采用随机引物扩增多态性
OG1

技术检测并进行同源性分析%同时采集病房环境

和医疗用品样本进行培养&结果
!

*

株食酸丛毛单胞菌为同一基因型%而病房环境和医疗用品中未分离出此菌&

结论
!

此起食酸丛毛单胞菌血流感染为集中发病%病原菌为同一基因型%但感染源未明&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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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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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病原学诊断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条件致

病菌引起的感染%特别是医院感染%经常会发现一些

并不常见的细菌%如食酸丛毛单胞菌#

?<9*9<+*-

*I)C<B<@*+-

$%也可从临床标本#如血液+脓液+脑脊

液+尿液+呼吸道分泌物等$中分离到%但均为个案

报道%且均未提到感染来源!

%$(

"

&本文就
'

例食酸

丛毛单胞菌血流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同源性初步调查

报告如下%为探讨其感染的来源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菌株来源
!

临床分离菌株为康复科
!""#

年
+

月
*

日1

!"

日的
%&8

内先后血培养或导管尖培养

分离出的
*

株食酸丛毛单胞菌&

*

份标本分别来自

于
'

例患者(

)

份为血培养%

&

份为导管尖端培养(

&

人单纯血培养%

!

人同时血和导管尖端培养%

%

人

单纯导管尖端培养%标本编号为
%

1

*

&

%-!

!

感染患者基本情况
!

'

例患者住院时间在
&

"

'

个月以上(基础疾病分别为截瘫
&

例%缺血缺氧性

脑病
!

例%脊髓损伤
%

例(均长期卧床%患者在发病

时均应用了经外周穿刺中心静脉置管#

J=DD

$%插管

时间约
%

个月&

'

例患者均因高热#体温
&#V

"

("-!V

$+寒战而做血液和#或$导管尖端培养%诊断

血流感染可以成立%但
'

例患者全身其他部位无此

菌引起的局灶性感染&

%-&

!

细菌鉴定与药敏试验
!

采用美国
HO

公司生

产的
JMQ!G=X"%""

型全自动细菌鉴定和药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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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细菌鉴定与药敏试验%其测试板条由美国

HO

公司提供&每批次和每月进行质控检验%质控

菌株'大肠埃希菌
12DD!)#!!

+铜绿假单胞菌

12DD!+*)&

+金黄色葡萄球菌
12DD!#!%&

&抗菌

药物为'哌拉西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哌酮.舒巴坦+

头孢吡肟+氨曲南+亚胺培南+阿米卡星+庆大霉素+

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四环素+米诺环素+氯霉素和

复方磺胺甲口恶唑&

%-(

!

食酸丛毛单胞菌基因组提取与随机引物扩增

多态性
OG1

#

01JO

$检测%

)

&

%-(-%

!

基因组
OG1

提取
!

分别挑单菌落于
)#P

PH

中培养过夜%取
%#P

过夜菌液%离心去上清&

加
%"/<O<'!-)

&

P

%

!

&

P!"#

7

.

#P

蛋白酶
L

%

&+V

%

%(

&加酚+氯仿+异戊醇抽提%转移上清至清

洁
!J

管中&加
%

倍体积的冰异丙醇充分沉淀

OG1

&

)"

&

P

灭菌
88M!Q

溶解
OG1

%

)

&

P"-+/

琼脂糖凝胶电泳&

%-(-!

!

聚合酶链反应"

JD0

#引物扩增
!

以细菌基

因组
OG1

为模板%随机引物扩增
OG1

分子标志%

以检测基因型的异同&随机引物序列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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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英骏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合成&扩增体积
)"

&

P

!含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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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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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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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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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JD0H,995;)

&

P

%余为

蒸馏水"%置
JD0

仪预变性
#(V&#%3

%变性
#(V%

#%3

%退火
&*V%#%3

%延伸
+!V!#%3

%共
()

个循

环&

%-)

!

环境及医疗用品样本采集
!

采集同期工作人

员手+感染患者的床栏及床头柜+各种把手+抹布+医

护办公用电脑键盘+鼠标等环境样本和肝素封管液+

注射器+输液器+针头等医疗用品样本共
'"

份%进行

细菌培养鉴定&

A

!

结果

!-%

!

食酸丛毛单胞菌耐药表型
!

*

株食酸丛毛单

胞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表型基本一致&对哌拉

西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噻肟+头孢哌酮.舒

巴坦+亚胺培南+阿米卡星+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左

氧氟沙星+米诺环素+复方磺胺甲口恶唑敏感(对阿莫

西林.克拉维酸+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四环

素+氯霉素耐药&

!-!

!

01JO

电泳结果
!

*

株食酸丛毛单胞菌

01JO

电泳结果显示%以基因组
OG1

为模板随机

扩增得到的
OG1

分子标志条带的位置完全相同%

表明其均为同一基因型&见图
%

&

!-&

!

环境及医疗用品采样培养结果
!

对环境和患

者使用的医疗用品样本进行细菌培养%

'"

份样本

均未分离出食酸丛毛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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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蛋白(

%

'

1

患者血培养(

!

'

1

患者导管尖端培养(

&

'

H

患者血

培养(

(

'

H

患者导管尖端培养(

)

'

D

患者导管尖端培养(

'

'

O

患者血

培养(

+

'

!

患者血培养(

*

'

S

患者血培养

图
@

!

*

株食酸丛毛单胞菌
01JO"OG1

电泳图

Q#

)

21%@

!

01JO"OG1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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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讨论

食酸丛毛单胞菌归属于丛毛单胞菌属%在自然

界分布广泛%可从河水+沟渠水+土壤中分离出&对

免疫力低下的患者而言为条件致病菌%在住院患者

的血液+脓液+尿液+呼吸道分泌物等标本中分离出

来%多为医院感染!

%$(

"

&

从本次调查的
'

例食酸丛毛单胞菌感染患者临

床表现与细菌学检验结果判断%此次感染为医院感

染&

'

例患者因基础疾病均需长期卧床%患者不能

下床活动%不存在他们之间的相互接触而交叉感染(

但不能排除医务人员的手接触传播%且患者都应用

了静脉导管#如
J=DD

管$%时间
%

个月不等%

'

例患

者先后血培养和#或$导管尖端培养阳性%不能排除

存在共同的感染途径与感染来源%因细菌的耐药表

型基本一致%随机引物
OG1

检测细菌为同源&

我们从环境和患者使用的医疗用品采集样本

'"

份%均未分离到食酸丛毛单胞菌%因此%无助于判

断其感染来源%也不能断定是哪一个具体环节的问

0

#&!

0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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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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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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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检验科微生物室同期检验的几百份标本中除

此
*

株%未分离出食酸丛毛单胞菌%不存在检验过程

的污染问题(由于此起血流感染的患者有较严重的

基础疾病%或存在免疫屏障被破坏等因素%特别是均

有
J=DD

管应用史%由此推测感染的发生可能与输

液过程的操作有一定关系&

通过有效地治疗患者%进行严格的消毒隔离%规

范医疗操作等措施%我们跟踪随访了
(

个多月%自

!""#

年
+

月
!%

日%该科再无新发生的食酸丛毛单

胞菌感染病例%医院其他科室也未见同一细菌感染

的患者&以上提示%即使是致病性较弱或毒力较低

的条件致病菌%对于免疫力低下+具有较严重基础疾

病的患者%我们在临床医疗操作过程中任何一个环

节无菌操作和管理不规范%都可能导致医院感染的

发生&因此%我们强调在临床工作中%提高医务人员

的无菌意识%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程及消毒隔离制

度(在诊疗过程中严格按照洗手和手消毒的指征%做

好手卫生(加强输液环境的空气流通和物体表面的

清洁+消毒工作%从而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医院感

染管理工作人员要注意相同细菌感染的患者%及时

发现医院感染暴发流行的苗头%采取积极有效的应

对措施%把医院感染暴发流行遏制在萌芽状态&即

使在未找到或无法判明感染来源时%亦应严格遵循

标准预防的原则%及时有效地治疗与隔离患者%防止

感染患者的进一步扩散&尽管食酸丛毛单胞菌是不

常见的病原菌%在某个病区集中引起感染%应按暴发

流行及时处理%以保障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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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临床诊断病例%可以快速有效缓解症状%

减少抗菌药物的应用%有效降低密切接触人群的第

二代流感发病率%且不良反应少%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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