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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感染为非常严重的感染性疾病%致死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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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血培养已成为临床微生物检验工作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及早明确病原菌及其对抗菌

药物的敏感性%对临床诊治疾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笔者对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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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血培养阳性标本的病原菌群分布及其耐药性

进行了分析%以便为临床血流感染的诊治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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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仪和
F=2!I

全自动细菌鉴定分析仪#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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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报阳性%转种无细菌生长者为阴性(血培养仪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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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初报临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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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试验
!

药敏试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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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定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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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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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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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沟肠杆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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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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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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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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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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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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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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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1

!""*

年
*

月%我院共送检血培养

标本
%"#(%

份%阳性率
'-%)/

%略低于国内多家医

院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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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分离出的病原菌中%

N

$杆菌的

分离率高于
N

-球菌%这与有关文献报道的
N

-球菌

分离率高于
N

$杆菌有差异%可能与
N

-球菌的高污

染率或区域不同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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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
=JK

和
K!K

全部敏感%说明碳青霉烯类药物对肠杆菌科细菌仍

保持良好的抗菌活性&但近年来由于碳青霉烯酶

#

IJD

$的产生%临床在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时应该

更加慎重%严格监测其药敏结果及临床使用疗效&

大肠埃希菌对
D0Q

+

DXK

+

D1R

及
D=J

的耐药率均

超过
)"/

%其中
DXK

的耐药率更是高达
*!-+'/

%

应引起临床关注&

JPH

对铜绿假单胞菌与鲍曼不

动杆菌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尽管多粘菌素具有肾

毒性+神经毒性+肝毒性和使白细胞数减少等毒副作

用%但由于细菌耐药性的发展%近年来多药耐药的铜

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不断增加%其临床应用

应根据感染患者的自身情况和病原菌感染状况合理

使用&多重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的出现与大量使用

广谱抗菌药物#尤其是头孢菌素$有关%如因产超广

谱
$

"

内酰胺酶#

!<HP*

$的菌株而大量使用氟喹诺酮

类和碳青霉烯类药物%可导致多重耐药的非发酵菌

和真菌增加!

(

"

&

本次分离的
N

-球菌中%葡萄球菌属与肠球菌

属细菌对
2!D

+

F1G

及
P=G

均无耐药株产生%而

对
J!G

+

!0Z

+

PFX

的耐药率均处于比较高的水

平%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K0<1

$+耐甲氧西

林表皮葡萄球菌#

K0<!

$的检出率分别为
+&-"*/

+

''-'+/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使用
F1G

可以引起

K0<1

+

K0<!

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K0DG<

$的增加!

(

"

&本次监测中%检出表皮葡萄

球菌
&#

株%其中
#

株确定为致病菌%

&"

株为污染

菌&因此%血培养检测如分离出表皮葡萄球菌等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时应及时与该患者的主治医生沟

通%全面了解患者临床症状及病情发展%以便更准确

判断该菌是否为污染菌&

本监测资料中%真菌构成比为
)-!&/

%仅次于

肠球菌属细菌%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器官移植+广谱

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以及各种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

应用%为条件致病菌的入侵创造了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发展%

牛奶成了常用食品%城镇居民家庭养宠物者增多%这

些可能与布氏杆菌病的发病率升高有关%也与发病

人群及发病季节性变异有关%故应加强对民众卫生

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的防病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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