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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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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部位 株数 主要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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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酶的产生(#

)

$主动外排机制&其中

1K!*

的产生是其主要的耐药机制&

本地区产
!<HP*

大肠埃希菌对氨基糖苷类抗

生素的耐药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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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使

用频率和种类不同%以及大肠埃希菌的耐药特性有

关&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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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余阳性基因的检出率差异均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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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因携带率也明显高于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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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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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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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质粒同时含有一个或多个
1K!*

基因

有关%带有酶基因的质粒可经接合转移方式在细菌

间扩散和传递耐药基因&国内文献也有提示多数菌

种特别是肠杆菌科细菌的酶基因位于质粒或转座子

上%并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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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时也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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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外%在部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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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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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扩增时出现多个非目的条带#图
!

$%该现象尚

在进一步探讨中&

综上所述%本地大肠埃希菌产
!<HP*

菌株流行

严重%说明
!<HP*

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耐药可能

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就其具体原因%值得进一步

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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