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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目的
!

探讨鞘内注射万古霉素治疗开颅术后颅内感染的临床效果&方法
!

!""#

年
%

月,

!""(

年
(

月%对
)!

例开颅手术后颅内感染患者分组治疗%其中
%"

例采用静脉广谱)高效抗菌药物
-

鞘内注射万古霉素治

疗%设为
A

组*另
%!

例单纯静脉给予广谱)高效抗菌药物治疗%设为
#

组&观察并比较
!

组疗效&结果
!

A

组治疗

#

周%颅内感染治愈
#&

例#

&)2)+7

$%

!

周治愈
!'

例#

(%2%%7

$*

#

组治疗
#

周%颅内感染治愈
&

例#

#!2*"7

$%

!

周治

愈
#!

例#

%+2*"7

$&

A

)

#

两组治疗
#

)

!

周的治愈率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均
:

#

"2"*

$&结论
!

静脉给予广谱)

高效抗菌药物
-

万古霉素鞘内注射治疗开颅术后颅内感染%安全有效并可缩短疗程&

!关
!

键
!

词"

!

神经外科*颅脑手术*颅内感染*万古霉素*鞘内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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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感染是影响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患者预后的

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对开颅术后

颅内感染的治疗%单纯静脉应用大剂量广谱抗菌药

物%有时效果不满意&

!""#

年
%

月,

!""(

年
(

月%

!

家医院对
)!

例神经外科开颅手术后颅内感染患者%

分别采用静脉滴注广谱)高效抗菌药物#简称静脉用

药$与静脉用药
-

鞘内注射万古霉素#简称鞘内注

药$治疗%并观察
!

种治疗方法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2#

!

临床资料
!

静脉用药
-

鞘内注药组#

A

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2".

#!2*

$岁*其中闭合性颅脑外伤
)

例%高血压脑出血

开窗血肿清除术
)

例%微创穿刺引流术
*

例%脑室外

引流术
*

例%幕下肿瘤
&

例%幕上肿瘤
!

例%脑室
$

腹腔分流术
!

例&单纯静脉用药组#

#

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2".#&2*

$

岁*闭合性颅脑外伤
'

例%脑室外引流术
'

例%高血

压脑出血开瓣手术
*

例%微创穿刺引流术
*

例%幕上

肿瘤开颅手术
%

例%幕下肿瘤手术
#

例%脑室
$

腹腔

分流术
#

例%颅骨缺损修补术
#

例&两组患者年龄)

手术方式及术后颅内感染时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

:

"

"2"*

$&

#2!

!

诊断标准$

#

%

!

#

#

$高热)头痛)呕吐)脑膜刺

激征阳性等临床症状*#

!

$脑脊液白细胞
"

#"2",

#"

)

(

6

%外周血白细胞
"

#"2",#"

(

(

6

*#

%

$脑脊

液中糖定量
#

!2*&&0)

(

6

%蛋白定量
"

"2&*

D

(

6

*#

&

$脑脊液或颅内引流管头细菌培养阳性&

其中满足第
&

条%可诊断颅内感染%培养阴性则需同

时满足前
%

条&两组
)!

例患者全部都有发热%体温

#腋温$

"

%'2*T

&脑膜刺激征伴意识恶化
%'

例

#

)#2!(7

$%其中
A

组
!#

例#

+"2""7

$%

#

组
#+

例

#

*%2#%7

$&

)!

例患者全部行脑脊液常规及生化检

查)细菌病原学检查&

A

组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

例%表皮葡萄球菌
!

例%阳性率
#)2)+7

*

#

组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

例%表皮葡萄球菌
#

例%溶血葡萄

球菌
#

例%阳性率
#!2*"7

&

#2%

!

治疗方法
!

A

组'静脉应用广谱三代头孢类抗

生素
!'

例#头孢哌酮(他唑巴坦
#!

例%头孢曲松
#"

例%头孢他啶
)

例$%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美罗培南$

!

例*腰穿放出脑脊液
#"

#

!"&6

%

"2(7

生理盐水
#"

&6-

万古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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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商品名'稳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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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礼来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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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药物注册证号'

3!""'"%*)

$鞘内注射%每日
#

次 !

!

"

%连续
%J

%

%J

后改为隔日
#

次&

%

例持续腰

大池外引流%鞘内注药后夹闭
!+

&

#

组'静脉应用

广谱三代头孢类抗生素
!(

例#头孢哌酮(他唑巴坦

##

例%头孢曲松
##

例%头孢他啶
+

例$%碳青霉烯类

抗生素#美罗培南$

%

例&

A

)

#

两组病例静脉用抗菌

药物种类差异无显著性#

:

"

"2"*

$&

#2&

!

治愈标准
!

临床症状消失%脑脊液常规)生化

检查连续
%

次正常%脑脊液细菌学检查阴性&

#2*

!

统计方法
!

采用
H8HH#"2"

软件进行数据的

统计分析%

A

)

#

两组治愈率采用百分率表示%经
!

!

检验处理%

:

#

"2"*

为差异有显著性&

D

!

结果

A

组治疗
#

周%颅内感染治愈
#&

例#

&)2)+7

$%

!

周治愈
!'

例#

(%2%%7

$*

#

组治疗
#

周%颅内感染

治愈
&

例#

#!2*"7

$%

!

周治愈
#!

例#

%+2*"7

$&

A

)

#

两组治疗
#

)

!

周的治愈率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均
:

#

"2"*

$%详见表
#

&

表
B

!

A

)

#

两组治疗
#

)

!

周治愈率比较 #例%

7

$

组别 例数
#

周治愈率
!

周治愈率

A

组
%" #&

#

&)2)+

$

!'

#

(%2%%

$

#

组
%! &

#

#!2*"

$

#!

#

%+2*"

$

!

!

&2'+ &2)%

:

#

"2"*

#

"2"*

F

!

讨论

手术后颅内感染是神经外科手术严重的并发

症&有报道!

%$&

"

%开颅术后颅内感染率为
!7

#

#'7

%病死率达
!+2&7

#

%(2!7

*重型颅内感染死

亡率高达
*+2#7

!

*$)

"

&所以%颅内感染的早期诊断

对患者的预后意义重大&早诊断)早治疗%预后好%

反之预后极差&神经外科手术后颅内感染主要为医

源性%其诊断目前主要依据临床症状及脑脊液常规)

生化和细菌学检查&其中脑脊液细菌学检查培养出

病原菌%被认为是诊断颅内感染的金标准&但是%颅

内感染早期脑脊液细菌学检查阳性率常较低&张志

明等!

+

"报道一组脑脓肿病例%脑脊液细菌学检查阳

性率为
&%2+*7

*周良辅!

'

"报道一组清洁开颅手术

后颅内感染病例%细菌学检查阳性率为
#*2)%7

%提

示临床症状
-

脑脊液常规检查明确术后颅内感染

者%细菌学检查很大部分可能为阴性&本组病例脑

脊液细菌学检查阳性率为
#&2*!7

&分析其原因可

能为术前)术后广谱抗菌药物的大量)广泛应用%细

菌室人员操作水平不同等多种因素%导致颅内感染

早期脑脊液细菌学检查阳性率较低&但在临床实践

中%如依靠脑脊液细菌学培养阳性确诊颅内感染再

进行治疗%则很可能失去治疗颅内感染的最佳时机%

导致严重后果&张涛等!

(

"研究认为%脑脊液检查结

果对颅内感染的诊断及预后判断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病原学检查是颅内感染的确诊依据%但因阳性率

低%故临床诊断不能过分依赖其结果&时忠华等!

#"

"

认为有颅内感染诱因患者%一旦脑脊液白细胞绝对

值超过正常比例%即使细菌分离阴性也需要早期经

验性治疗%及早行鞘内注射抗菌药物&

在引起神经外科手术后颅内感染的病原菌中%

以葡萄球菌属细菌感染率最高%这是因为侵袭性手

术操作)颅内留置引流管)手术暴露时间较长等因素

所致&各种外接引流管间接沟通了颅内脑脊液系统

和体表%而体表最常见的细菌为葡萄球菌等革兰阳

性菌%引流管的存在使它们更容易沿着引流管逆行

进入脑脊液系统引起颅内感染&

G,&

I

/,

K

等研究

发现%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革兰阳性球菌占

'+7

&目前针对颅内感染的主要治疗手段依然是抗

生素静脉给药#通常选用三代头孢类抗生素静脉应

用$&第三代头孢类抗生素是一种广谱高效杀菌药%

对革兰阳性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克雷

伯菌属)变形杆菌属等均有很强的杀菌作用&但是%

颅内感染难治性在于颅腔)脊髓腔是一个相对封闭

的腔隙%炎性脑脊液在体内循环不能引流%且抗菌药

物能透过血脑屏障并达到有效药物浓度的极少&头

孢类抗生素透过血脑屏障能力有限%不能完全快速

控制病情&

万古霉素为糖肽类抗生素%虽然抗菌谱窄但可

覆盖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最常见的革兰阳性球

菌&万古霉素穿越血脑屏障的能力较差%所以静脉

用药难以达到有效治疗目的&戴自英!

##

"的研究显

示%抗菌药物浓度达到有效杀菌浓度的
#"

倍时%其

抗菌效果更好&然而绝大多数抗菌药物经静脉用

药%蛛网膜下腔内难以快速达到上述药物浓度&鞘

内注射万古霉素后%药物进入脑脊液%可绕过血脑屏

障的作用%使药物在脑脊液中达到较高的浓度&推

荐剂量为成人
!"&

D

(

J

*但用药过程中需注意万古

霉素相关的不良反应%如头痛)呕吐)抽搐)呼吸困

难)听力障碍)肾功能障碍等&

8E'1/),F

等!

#!

"采取鞘

内注入万古霉素
#"&

D

(

J

与经静脉每
)+

注入万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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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
*""&

D

后%脑脊液内万古霉素的质量浓度分

别最高为
*)*2*'&

D

(

6

和
#2+%&

D

(

6

%前者在脑脊

液中的药物浓度是后者的
%""

多倍%而用量仅为后

者的
#

(

#"""

&因此%鞘内注入万古霉素能够减少静

脉用药剂量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从而减少药物全身

不良反应及降低治疗费用&向进等!

!

"研究显示%神

经外科手术后颅内革兰阳性细菌感染%单纯鞘内注

入万古霉素%用量在
#""

#

#&"&

D

(

J

%是杀菌的最佳

剂量%安全有效*尽管鞘内达到
#&"&

D

(

J

%但因为是

椎管内局部用药%患者是安全的%无不良反应&梁朝

峰等!

#%

"报道%万古霉素治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

<:HA

$颅内感染%静脉给药组的临床有效治

疗时间平均为
!&2!J

*鞘内给药组平均
#&2(J

*静脉

-

鞘内给药组平均
'2'J

*临床有效治疗时间'静脉

-

鞘内给药组
#

鞘内给药组
#

静脉给药组*总不良

反应发生率%静脉给药组为
!*7

%静脉
-

鞘内给药

组为
#"7

%鞘内给药组为
(2*7

&

神经外科侵袭性手术操作存在颅内感染诱因%

一旦出现颅内感染%临床症状及脑脊液白细胞超过

正常比例%即使细菌分离阴性%也需要早期在静脉给

予广谱)高效抗菌药物的同时鞘内注入敏感抗菌药

物%提高颅内感染早期治愈率%从而缩短疗程)降低

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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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手卫生)无菌操作技术的管理及抗菌药

物的合理使用&

本次现患率调查结果显示%抗菌药物的使用%内

科以治疗用药为主#

*&2!)7

$%外科以预防用药为主

#

+)2#(7

$*在抗菌药物使用目的方面%内)外科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抗菌药物的使用

方式主要为单一用药&调查结果还表明%内)外科的

病原学送检率都很低%说明治疗用药多为经验性用

药%大多无药敏试验结果支持%而且真菌检出率较

高%二重感染现象严重%因此加强抗菌药物的合理使

用迫在眉睫&为此%医院将
!""(

年
!

月设为抗菌药

物合理使用推广月%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如抗菌

药物专题讲座)抗菌药物合理使用规范知识竞赛等%

同时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促使临床医生能在临床

实践中严格掌握抗菌药物使用的适应证%提高微生

物学送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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