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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监测专题

基于犘犃犜犚犐犆公共数据库不同标本来源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

基因组特征比较

张　娜
１，２，孟　标

３，４，金美玲１，２，陈佳丽１，２，杨晓静１，２，刘芳妮１，２，秦世宇２，５，刘　雄
６，王长军１，７，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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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学教研室，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２２；２．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处置大

队，北京　１０００７１；３．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统计学系，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４．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有害生物防制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１；５．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６．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信息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１；７．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勤部，北京　１０００７１）

［摘　要］　目的　了解不同标本来源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ＣＲＫＰ）在耐药基因、毒力基因和质粒携带数

量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为ＣＲＫＰ感染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方法　从Ｐａｔｈ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ＰＡＴＲＩＣ）公共数据库中下载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不同标本来源ＣＲＫＰ的全基因组测序数据，使用生物信息学分析软

件进行耐药基因、毒力基因、质粒等鉴定分析，使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３．０和 Ｒｖ４．２．０软件进行比较。结果　共纳入

２３５６个ＣＲＫＰ全基因组数据，ＣＲＫＰ菌株携带耐药基因、质粒和毒力基因数量的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分别为１８

（１６，２０）、４（３，５）、６０（５７，６８），不同标本来源的ＣＲＫＰ携带毒力基因、质粒以及关键毒力基因（犻狌狋Ａ、犻狌犮Ａ、犻狌犮Ｂ、

犻狌犮Ｃ、犻狌犮Ｄ、狉犿狆Ａ、狉犿狆Ａ２、犻狉狅Ｂ、犻狉狅Ｃ、犻狉狅Ｄ、犻狉狅Ｎ）的数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粪便来源的ＣＲＫＰ

菌株携带耐药基因、质粒和毒力基因的数量较多，其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分别为１９（１６，２１）、５（３，６）、６３（６１，６９）；

导管附着体液来源的ＣＲＫＰ携带犻狌狋Ａ和犻狌犮（犻狌犮Ａ、犻狌犮Ｂ、犻狌犮Ｃ、犻狌犮Ｄ）的比率较高（１９．０％，４／２１）；狉犿狆Ａ和狉犿狆Ａ２

在肺泡灌洗液来源的ＣＲＫＰ中携带率最高，分别占７．９％（３／３８）、１５．８％（６／３８）；无菌体液来源的ＣＲＫＰ携带犻狉狅

（犻狉狅Ｂ、犻狉狅Ｃ、犻狉狅Ｄ、犻狉狅Ｎ）基因的比率（６．５％，４／６２）高于其他标本类型ＣＲＫＰ（比率范围：０～４．９％）。血标本来源的

ＣＲＫＰ比其他标本来源ＣＲＫＰ携带更多的毒力基因（犘＝０．００４）。结论　血标本来源的ＣＲＫＰ菌株携带的毒力基

因比其他标本类型来源的ＣＲＫＰ更多，可能与其临床高死亡率有关，建议高度关注血标本中ＣＲＫＰ菌株向高毒力

菌株进化，通过加强医院感染控制措施，降低ＣＲＫＰ血流感染的发病率。

［关　键　词］　耐碳青霉烯类药肺炎克雷伯菌；标本类型；基因组；毒力基因；ＰＡＴＲＩＣ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８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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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ａｍｏｎｇ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ＣＲＫＰ）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ＲＫＰ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犕犲狋犺狅犱狊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ｇｅｎ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ｆＣＲＫＰ

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ｗｅｒ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ｅｄｆｒ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Ｐａ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ＰＡＴＲＩＣ）．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ｇｅｎｅｓ，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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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６ＣＲＫＰｗｈｏｌｅｇｅｎｏｍｅｄａｔａｗａ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ｓ（ｉｎｔｅｒｑｕａｒｔｉ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ｇｅｎｅｓ，ｐｌａｓ

ｍｉｄｓ，ａｎｄ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ｂｙＣＲＫＰｓｔｒａｉｎｓｗｅｒｅ１８（１６，２０），４（３，５），ａｎｄ６０（５７，６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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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ｒｅｌａｔｅｔｏ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ｏｐａｙｃｌｏｓ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ＫＰ

ｓｔｒａｉｎｓｉｎｔｏｈｉｇｈ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ｂｌｏｏ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ＲＫＰ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ｔｙｐｅ；ｇｅｎｏｍｅ；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ＰＡＴＲＩＣ

　　肺炎克雷伯菌（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ＫＰ）属

于条件致病菌，是常见的临床患者感染的致病菌之

一。抗菌药物在临床中广泛使用，导致产生耐药的

ＫＰ数量越来越多。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ＣＲＫＰ）是临床常见耐药菌，其检出率呈不断升高

趋势［１３］。临床ＣＲＫＰ常见标本来源包括尿、血、呼吸

道分泌物和无菌体液等［２］。年老体弱、侵袭性操作［４］

和基础疾病［５］是临床患者感染ＣＲＫＰ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ＣＲＫＰ所致血流感染的病例越来越多
［６］，该

类患者病情凶险、预后差，部分文献报道ＣＲＫＰ血

流感染患者病死率高达７１．９％，远高于其他部位感

染的病死率（２１．９％）
［７］，ＣＲＫＰ已成为全球范围内

患者正在面临的严重安全威胁。为研究不同标本来

源ＣＲＫＰ在携带耐药基因、毒力基因和质粒数量等

方面有无差异，笔者对公共数据库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

ＣＲＫＰ基因组测序数据进行筛选分析，为深入了解

不同标本类型ＣＲＫＰ感染的临床特点和感染控制

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和筛选标准　本研究从Ｐａｔｈｏｓｙｓ

ｔｅｍ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ＰＡＴＲＩＣ）
［８］数

据库（ＰＡＴＲＩＣ数据库提供全面的细菌基因组学数

据和与基因组分析相关的大量数据，相比于 ＮＣＢＩ

数据库，标本来源、分离国家、耐药情况等基础信息

更完善，更便于进行比较分析）下载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间所有的ＫＰ基因组测序数据，根据宿主、标本来

源、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等信息进行筛选，纳入

标准包括：（１）人类宿主；（２）按照２０２０年中国细菌

耐药检测结果的分类情况［２］并结合收集到的标本类

型，确定标本来源为血、尿、肺泡灌洗液、无菌体液、

伤口脓液、粪便、呼吸道标本和导管标本共８个类

型；（３）菌株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４）分离国家等基

础信息完整。排除标准：（１）分离自人类以外的宿

主；（２）除血、尿、肺泡灌洗液、无菌体液、伤口脓液、

粪便、呼吸道标本和导管标本以外的标本来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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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携带碳青霉烯酶基因；（４）分离时间、分离地区、标

本来源、基因组数据等信息不完整。

１．２　毒力基因、耐药基因、质粒和单核苷酸多态性

（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分析　

应用ｋｌｅｂｏｒａｔｅ
［９］软件对菌株进行物种鉴定，并筛选

其是否携带ＣＡＲＤ
［１０］数据库中存在的碳青霉烯酶

基因。应用ａｂｒｉｃａｔｅ软件，将基因组序列与ＣＡＲＤ、

ＶＦＤＢ
［１１］和ＰｌａｓｍｉｄＦｉｎｄｅｒ

［１２］数据库进行比对，获

得每个菌株携带毒力基因、耐药基因和质粒的情况。

选择肺炎克雷伯菌 ＨＳ１１２８６（ＧｅｎＢａｎｋ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ＧＣＡ＿０００２４０１８５．２）作为参考基因组。

应用ｓｎｉｐｐｙ软件，将各菌株基因组与参考基因组进

行对比分析，获得各菌株ＳＮＰｓ数量。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３．０和Ｒｖ４．２．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毒力基因、耐药基因和质粒

等计数资料采用中位数［犕（犘２５，犘７５）］进行统计描

述，采用非参数检验（犓狉狌狊犽犪犾犠犪犾犾犻狊犎 秩和检验）

比较多个组间总体差异，曼－惠特尼犝 检验比较两

组间差异。采用卡方检验对不同率或百分比之间的

差异进行统计学比较，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ＣＲＫＰ基因组序列的筛选和标本分布　对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１０年间 ＰＡＴＲＩＣ公共数据库中

１２７７４株ＫＰ进行筛选后纳入２３５６个符合筛选条

件的ＣＲＫＰ基因组序列进行分析，其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１６２１株（２０．９２％，共计７７４９株），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７３５株（１４．６３％，共计５０２５株）。尿（７９７株，３３．８３％）、

血（７０６株，２９．９７％）、呼吸道（３６６株，１５．５３％）和粪

便（２３１株，９．８０％）为主要标本来源。血标本ＣＲＫＰ

的数量每年均位居前３位，提示血是ＣＲＫＰ最常见

标本来源之一。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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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不同标本来源ＣＲＫＰ的数量分布

犉犻犵狌狉犲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ＫＰ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２．２　提交ＣＲＫＰ基因组序列的国家／地区分布　

美国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提交至数据库的 ＫＰ感染基

因组数据较多，使这两年纳入分析的ＣＲＫＰ基因组

样本明显增多，２０１３年３９７株，２０１４年２９６株。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美国提交ＣＲＫＰ基因组序列数量最

多（狀＝１００１），占该５年所有 ＣＲＫＰ序列数量的

６１．７５％。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提交ＣＲＫＰ基因组序列数

量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泰国（狀＝１８８）、中国（狀＝

１８７）、巴西（狀＝９３）和印度（狀＝６９），占这５年所有

ＣＲＫＰ序列数量的７３．０６％，其他国家／地区提交

ＣＲＫＰ基因组序列总体较少。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不同国家／地区提交ＣＲＫＰ基因组序列数量（株）

犜犪犫犾犲１　ＣＲＫＰｇｅｎ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ｓ）

国家／地区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合计

阿尔及利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阿根廷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奥地利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孟加拉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比利时 ０ ０ ２ １５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８

巴西 ３ ７ ５ １３ ２５ ４８ ９ ４ １３ １９ １４６

保加利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加拿大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智利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中国 １ １１ ２４ ２０ ６６ ７４ ２８ ６７ １８ ０ ３０９

哥伦比亚 ０ １ ４ ５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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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国家／地区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合计

克罗地亚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丹麦 ０ ０ １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法国 ０ １ １ ２ ３ ３ １ ０ ０ ０ １１

德国 ０ １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希腊 ０ ７ １８ ３７ ５ ２１ ３ ０ ０ ０ ９１

洪都拉斯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匈牙利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印度 ０ ０ ４ ５ １０ ４ １８ ５ ４１ １ ８８

危地马拉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意大利 ３ １５ ６６ ２０ １ ２ ８ １ ０ １ １１７

日本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３

拉脱维亚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孟加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马来西亚 ０ ４ ０ ０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０

马耳他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米兰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黑山 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缅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尼日利亚 ０ ０ ０ １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巴基斯坦 ０ ０ １ ０ ８ 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２１

秘鲁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３

菲律宾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波兰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葡萄牙 ０ １ １４ １７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３３

罗马尼亚 ０ ０ ４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俄罗斯 ０ ３ ８ １０ １ ０ ８ ８ １５ ０ ５３

新加坡 ０ ０ ９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南非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７ ５ ２ １２ ３１

西班牙 ０ ５ ６ ７ ５ ２ ０ ９ ３ ０ ３７

斯里兰卡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瑞典 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瑞士 ０ ２ ２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７

泰国 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７ ７０ ９１ ０ ０ １８９

多哥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突尼斯 ０ ０ ０ ２ ２ ３ ０ ０ ０ ０ ７

土耳其 ０ ０ １６ １７ １ ０ ５ ０ ０ ０ ３９

乌克兰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英国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乌拉圭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美国 ２３ １８４ ３９７ ２９６ １０１ １８ ２３ １ ０ ０ １０４３

越南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合计 ３３ ２４５ ５９６ ４９５ ２５２ ２２９ １８５ １９６ ９２ ３３ ２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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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碳青霉烯酶基因分布情况　２３５６株ＣＲＫＰ

菌株中最常见的５种碳青霉烯酶基因为：犫犾犪ＫＰＣ２

（５０．５１％）、犫犾犪ＫＰＣ３（２１．３９％）、犫犾犪ＮＤＭ１（１１．５０％）、

犫犾犪ＯＸＡ２３２（１０．４８％）和犫犾犪ＯＸＡ４８（７．３９％）。７．０５％的

ＣＲＫＰ菌株携带多个碳青霉烯酶基因。美国来源的

ＣＲＫＰ菌株携带的碳青霉烯酶以犫犾犪ＫＰＣ２和犫犾犪ＫＰＣ３

为主，巴西和中国以携带犫犾犪ＫＰＣ２为主，泰国主要携

带犫犾犪ＯＸＡ２３２和犫犾犪ＮＤＭ１，意大利和葡萄牙以犫犾犪ＫＰＣ３为

主，俄 国、西班牙主要携带犫犾犪ＯＸＡ４８。产 ＫＰＣ２

（５０．５１％）是ＣＲＫＰ对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主要

机制，但不同碳青霉烯酶基因在标本整体和不同标

本类型中占比不同。犫犾犪ＫＰＣ２整体占比由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的５４．８％降至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的４１．１％，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除犫犾犪ＫＰＣ２外的其他碳青霉

烯酶基因占比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里均明显增加。尿

中以犫犾犪ＫＰＣ２（４６．０５％）、犫犾犪ＫＰＣ３（３１．６２％）、犫犾犪ＮＤＭ１

（９．９１％）和犫犾犪ＯＸＡ４８（７．７８％）为主；血中以犫犾犪ＫＰＣ２

（５１．９８％）、犫犾犪ＫＰＣ３（２２．１０％）、犫犾犪ＯＸＡ２３２（８．２２％）和

犫犾犪ＯＸＡ４８（６．９４％）为 主；呼 吸 道 标 本 以犫犾犪ＫＰＣ２

（５９．５６％）、犫犾犪ＯＸＡ２３２（２０．２２％）和犫犾犪ＮＤＭ１（１４．２１％）

为主；粪便以犫犾犪ＫＰＣ２（５０．２２％）、犫犾犪ＯＸＡ２３２（３６．３６％）和

犫犾犪ＮＤＭ１（３１．１７％）为 主；伤 口 脓 液 中 以 犫犾犪ＫＰＣ２

（４８．８９％）、犫犾犪ＯＸＡ４８（２０．７４％）和犫犾犪ＫＰＣ３（１８．５２％）为

主；无菌体液以犫犾犪ＫＰＣ２（４８．３９％）、犫犾犪ＫＰＣ３（２７．４２％）

和犫犾犪ＯＸＡ４８（９．６８％）为主；肺泡灌洗液以犫犾犪ＫＰＣ２

（４７．３７％）、犫犾犪ＫＰＣ３（２６．３２％）和犫犾犪ＮＤＭ１（１０．５３％）

为主；导管标本以犫犾犪ＫＰＣ２（３８．１０％）、犫犾犪ＮＤＭ１和

犫犾犪ＯＸＡ４８（均１９．０５％）为主。见表２。

２．４　分子分型特征　２３５６株ＣＲＫＰ可划分为１３３

个多位点序列型别（ＳＴ型），其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有

１０１个ＳＴ型，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有６５个ＳＴ型。常见的

型别包括ＳＴ２５８（３３．１９％，７８２株）、ＳＴ１１（１６．００％，

３７７株）、ＳＴ３０７（８．９１％，２１０株）、ＳＴ１６（７．７７％，

１８３株）、ＳＴ５１２（５．０１％，１１８株）、ＳＴ１５（３．８２％，

９０株）和ＳＴ１４７（３．１８％，７５株）。ＳＴ２５８型主要集

中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９０．１５％，７０５／７８２）；ＳＴ１１型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８ 年最多，占所有 ＳＴ１１ 型的

６２．６０％（２３６／３７７）；ＳＴ３０７型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出现较

多（８９．０５％，１８７／２１０）；ＳＴ１６型ＣＲＫＰ主要出现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８９．０７％，１６３／１８３）。

２．５　不同标本类型ＣＲＫＰ耐药、质粒和毒力基因

携带数量比较　ＣＲＫＰ菌株携带耐药基因、质粒和

毒力基因数量的 犕（犘２５，犘７５）分别为１８（１６，２０）、

４（３，５）和６０（５７，６８）。不同标本来源的ＣＲＫＰ携带

耐药基因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５），携带毒力基因和质粒数量之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粪便来源的ＣＲＫＰ菌株携

带耐药基因、质粒和毒力基因的数量较多，其

犕（犘２５，犘７５）分别为１９（１６，２１）、５（３，６）、６３（６１，

６９）；导管来源 ＣＲＫＰ主要携带犻狌狋Ａ、犻狌犮Ａ、犻狌犮Ｂ、

犻狌犮Ｃ、犻狌犮Ｄ（均为１９．０％，４／２１）；狉犿狆Ａ和狉犿狆Ａ２在

肺泡灌洗液来源 ＣＲＫＰ 中数量最多，分别占比

７．９％（３／３８）和１５．８％（６／３８）；无菌体液中 ＣＲＫＰ

携带犻狉狅（犻狉狅Ｂ、犻狉狅Ｃ、犻狉狅Ｄ、犻狉狅Ｎ）基因比率高于其他

标本类型 ＣＲＫＰ（６．５％，４／６２），不同标本类型的

ＣＲＫＰ携带关键毒力基因（犻狌狋Ａ、犻狌犮Ａ、犻狌犮Ｂ、犻狌犮Ｃ、

犻狌犮Ｄ、狉犿狆Ａ、狉犿狆Ａ２、犻狉狅Ｂ、犻狉狅Ｃ、犻狉狅Ｄ、犻狉狅Ｎ）数量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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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不同碳青霉烯酶基因在８种类型标本中的分布情况［株（％）］

犜犪犫犾犲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ａｓｅｇｅｎｅｓａｍｏｎｇ８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Ｎｏ．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碳青霉烯酶

基因

尿

（狀＝７９７）

血

（狀＝７０６）

呼吸道标本

（狀＝３６６）

粪便

（狀＝２３１）

伤口脓液

（狀＝１３５）

无菌体液

（狀＝６２）

肺泡灌洗液

（狀＝３８）

导管标本

（狀＝２１）
合计

犫犾犪ＣＴＸＭ３３ 　２（０．２５） 　０ 　０ 　１（０．４３） ０ ０ ０ ０ ３

犫犾犪ＧＥＳ１９ 　２（０．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犫犾犪ＧＥＳ２０ 　１（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ＩＭＰ１ 　０ 　２（０．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犫犾犪ＩＭＰ２０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ＩＭＰ４ 　０ 　２（０．２８） 　１（０．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犫犾犪ＩＭＰ６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ＩＭＰ８ 　１（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ＫＰＣ１２ 　１（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ＫＰＣ２ ３６７（４６．０５） ３６７（５１．９８） ２１８（５９．５６） １１６（５０．２２） ６６（４８．８９） ３０（４８．３９） １８（４７．３７） ８（３８．１０） １１９０

犫犾犪ＫＰＣ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ＫＰＣ２５ 　１（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ＫＰＣ３ ２５２（３１．６２） １５６（２２．１０） ３５（９．５６） 　７（３．０３） ２５（１８．５２） １７（２７．４２） １０（２６．３２） ２（９．５２） ５０４

犫犾犪ＫＰＣ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ＫＰＣ３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犫犾犪ＫＰＣ４ 　０ 　２（０．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犫犾犪ＫＰＣ４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犫犾犪ＫＰＣ５６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ＫＰＣ６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ＫＰＣ８ 　２（０．２５） 　１（０．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犫犾犪ＮＤＭ１ ７９（９．９１） ４５（６．３７） ５２（１４．２１） ７２（３１．１７） １０（７．４１） ５（８．０６） ４（１０．５３） ４（１９．０５） ２７１

犫犾犪ＮＤＭ４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ＮＤＭ５ 　５（０．６３） ２７（３．８２） 　４（１．０９） 　８（３．４６） ２（１．４８） １（１．６１） ０ ０ ４７

犫犾犪ＮＤＭ７ 　２（０．２５） 　１（０．１４） 　１（０．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犫犾犪ＮＤＭ９ 　０ 　１（０．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ＯＸＡ１６２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犫犾犪ＯＸＡ１８１ 　８（１．００） １７（２．４１） １０（２．７３） 　４（１．７３） １（０．７４） １（１．６１） ０ １（４．７６） ４２

犫犾犪ＯＸＡ２０４ 　１（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ＯＸＡ２３２ ２６（３．２６） ５８（８．２２） ７４（２０．２２） ８４（３６．３６） ０ ０ ３（７．８９） ２（９．５２） ２４７

犫犾犪ＯＸＡ２４４ 　２（０．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２（３．２３） ０ ０ ４

犫犾犪ＯＸＡ２４５ 　１（０．１３） 　０ 　０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 ０ ２

犫犾犪ＯＸＡ４８ ６２（７．７８） ４９（６．９４） １５（４．１０） 　７（３．０３） ２８（２０．７４） ６（９．６８） ３（７．８９） ４（１９．０５） １７４

犫犾犪ＶＩＭ１ 　４（０．５０） 　３（０．４２） 　０ 　２（０．８７） ３（２．２２） ０ ０ １（４．７６） １３

犫犾犪ＶＩＭ１９ 　０ 　０ 　０ 　２（０．８７） ０ ０ ０ ０ ２

犫犾犪ＶＩＭ２７ 　０ 　０ 　０ 　１（０．４３）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ＶＩＭ３４ 　１（０．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犫犾犪ＶＩＭ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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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标本来源ＣＲＫＰ耐药基因、质粒和毒力基因携带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ｇｅｎｅｓ，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ａｎｄ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ｂｙＣＲＫＰ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基因组特征

样本来源

血

（狀＝７０６）

呼吸道标本

（狀＝３６６）

尿

（狀＝７９７）

粪便

（狀＝２３１）

导管标本

（狀＝２１）

无菌体液

（狀＝６２）

伤口脓液

（狀＝１３５）

肺泡灌洗液

（狀＝３８）

犎／χ
２ 犘

耐药基因［犕（犘２５，犘７５）］１８（１６，２１）１８（１５，２０）１８（１６，２０）１９（１６，２１）１８（１７，２２）１８（１５，２０）１８（１６，２０）１８（１６，２１） １３．７９５ ０．０５５

质粒［犕（犘２５，犘７５）］ ４（３，５） ４（３，５） ３（３，４） ５（３，６） ４（３，５） ３（２，５） ３（３，４） ３（２，４） ８４．８８０ ＜０．００１

毒力基因［犕（犘２５，犘７５）］６０（５８，６９）６１（５５，６８）５９（５５，６５）６３（６１，６９）５９（５９，７０）６０（５９，６９）５９（５５，６４）６３（５９，６９） ８２．７０４ ＜０．００１

关键毒力基因［株（％）］

　犻狌狋Ａ ８２（１１．６） ６３（１７．２） ３９（４．９） ３１（１３．４） ４（１９．０） １１（１７．７） １２（８．９） ７（１８．４） ５４．９１４ ＜０．００１

　犻狌犮Ａ／犻狌犮Ｂ ８２（１１．６） ６４（１７．５） ３９（４．９） ３２（１３．９） ４（１９．０） １１（１７．７） １２（８．９） ７（１８．４） ５６．５８０ ＜０．００１

　犻狌犮Ｃ／犻狌犮Ｄ ８２（１１．６） ６４（１７．５） ３９（４．９） ３１（１３．４） ４（１９．０） １１（１７．７） １２（８．９） ７（１８．４） ５６．１４６ ＜０．００１

　狉犿狆Ａ２ ５６（７．９） ４９（１３．４） ３２（４．０） ２３（１０．０） １（４．８） ７（１１．３） ７（５．２） ６（１５．８） ３９．７５９ ＜０．００１

　犻狉狅Ｂ／犻狉狅Ｃ／犻狉狅Ｄ／犻狉狅Ｎ１１（１．６） １８（４．９） １２（１．５） ２（０．９） ０（０） ４（６．５） １（０．７） １（２．６） ２０．５３５ ０．００３

　狉犿狆Ａ ２２（３．１） ２２（６．０） ２５（３．１） ０（０） ０（０） ４（６．５） ６（４．４） ３（７．９） ２４．１６３ ０．００１

　　不同标本来源的 ＣＲＫＰ菌株 ＳＮＰｓ数量为

２９２４～４１４７０（犘＝０．４１４），其中呼吸道分泌物

ＣＲＫＰ菌株ＳＮＰ变异位点数量最少［７４１９（７０１７，

２４１５６）］，粪便标本 ＣＲＫＰ含有ＳＮＰｓ变异位点

数量最多［２０１４８（３５２８，２４２３３）］，不同样本类型

ＣＲＫＰ携带ＳＮＰｓ的数量见图２。

　　对７０６份血标本与１６５０份非血标本来源的

ＣＲＫＰ耐药基因、毒力基因和质粒携带数量进行比

较，发现血标本来源ＣＲＫＰ［６０（５８，６９）］比其他标

本类型ＣＲＫＰ［６０（５６，６７）］携带更多毒力基因，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４）。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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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标本类型ＣＲＫＰ的ＳＮＰｓ数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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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血标本与其他标本来源的ＣＲＫＰ耐药基因、质粒、毒力基因和ＳＮＰｓ携带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ｇｅｎｅｓ，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ａｎｄＳＮＰ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ｂｙＣＲＫＰｆｒｏｍｂｌｏｏ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基因组特征
标本来源

血液（狀＝７０６） 其他来源（狀＝１６５０）
狌／χ

２ 犘

耐药基因［犕（犘２５，犘７５）］ 　１８（１６，２１） 　１８（１６，２０） ５５６３２７．０ ０．０８３

质粒［犕（犘２５，犘７５）］ 　 ４（３，５） 　 ４（３，５） ５７０１８７．５ ０．４０６

毒力基因［犕（犘２５，犘７５）］ 　６０（５８，６９） 　６０（５６，６７） ５３９０１３．５ ０．００４

ＳＮＰｓ［犕（犘２５，犘７５）］ ７４４０（７０８７，２４３２３） ７５６８（７１４６，２４１２３） ５８１２００．０ ０．９３４

关键毒力基因［株（％）］

　犻狌狋Ａ 　８２（１１．６） １６７（１０．１） １．１６７ ０．２８０

　犻狌犮Ａ／犻狌犮Ｂ 　８２（１１．６） １６９（１０．２） ０．９７８ ０．３２３

　犻狌犮Ｃ／犻狌犮Ｄ 　８２（１１．６） １６８（１０．２） １．０７０ ０．３０１

　狉犿狆Ａ２ 　５６（７．９） １２５（７．６） ０．０８８ ０．７６６

　犻狉狅Ｂ／犻狉狅Ｃ／犻狉狅Ｄ／犻狉狅Ｎ 　１１（１．６） 　３８（２．３） １．３４７ ０．２４６

　狉犿狆Ａ 　２２（３．１） 　６０（３．６） ０．３９８ ０．５２８

·０２·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１月第２２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３



３　讨论

国内外ＣＲＫＰ的感染情况日益严重，对患者入

院治疗和预后影响巨大。以往关于ＣＲＫＰ的研究

主要为基于局部地区所有标本类型的研究或单一标

本来源的研究，如某医院、某区域所有ＣＲＫＰ菌株

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基因组研究，以探究其流行、传播

和进化机制，但比较不同标本类型ＣＲＫＰ差异的相

关研究还不充分。

本研究对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ＰＡＴＲＩＣ数据库中所

有符合筛选标准的ＣＲＫＰ进行分析，发现尿、血和

呼吸道标本是临床 ＣＲＫＰ感染的主要标本类型。

与以往研究［１３］相比，血标本ＣＲＫＰ在所有ＣＲＫＰ

中的占比有所提升。美国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提交

ＣＲＫＰ的数量较多，可能与该时间段美国对 ＫＰ的

关注突然增加有关。美国和中国分别以ＳＴ２５８型

（６３．６６％）和ＳＴ１１型（７９．２２％）为主要序列类型，

与以往研究［１４１５］相同。１０年间，不同碳青霉烯酶类

型在各标本来源ＣＲＫＰ中的比例发生改变，虽仍以

ＫＰＣ２为主，但其他类型碳青霉烯酶占比增加，提

示ＣＲＫＰ菌株的耐药基因型向复杂多样化进化。

ＣＲＫＰ往往携带多种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常

见犫犾犪ＫＰＣ２和犫犾犪ＮＤＭ１，主要流行于ＳＴ１１型ＣＲＫＰ菌

株；犫犾犪ＶＩＭ１、犫犾犪ＶＩＭ２、犫犾犪ＯＸＡ２３２主要流行于ＳＴ２３型

ＣＲＫＰ菌株
［１６］。血标本来源ＣＲＫＰ以产碳青霉烯

酶为最常见的耐药机制，编码该酶的基因位于细菌

质粒或染色体上，通过转座子或结合性质粒等移动

元件在菌株与人群之间广泛传播。各个国家分离的

菌株产碳青霉烯酶类型各不相同，与既往研究［１７］一

致，在美国，产 ＫＰＣ酶为ＣＲＫＰ最常见耐药机制；

ＯＸＡ４８和ＮＤＭ１是埃及癌症患者感染的ＣＲＫＰ

中最常见的类型［１８］。本组研究显示，分离自泰国的

ＣＲＫＰ菌株主要携带 ＮＤＭ１，质粒介导的 ＫＰＣ２

的水平传播是我国临床ＣＲＫＰ的主要耐药机制，俄

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ＣＲＫＰ菌株主要

携带ＯＸＡ４８。许多地区都存在主要流行的碳青霉

烯酶类型，提示地理位置和区域管辖对ＣＲＫＰ的传

播进化影响密切。

血标本来源的ＣＲＫＰ在携带质粒和毒力基因

（犻狌狋Ａ、犻狌犮Ａ、犻狌犮Ｂ、犻狌犮Ｃ、犻狌犮Ｄ、狉犿狆Ａ、狉犿狆Ａ２、犻狉狅Ｂ、

犻狉狅Ｃ、犻狉狅Ｄ、犻狉狅Ｎ等）方面与其他７个标本类型存在

差异，血标本中分离的ＣＲＫＰ携带更多数量的毒力

基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４），提示血标本

来源ＣＲＫＰ感染者的高病死率可能与菌株携带更

多毒力基因有关。既往研究也在所有血标本肺炎克

雷伯菌中检测到毒力基因，其中８４．１３％的菌株携

带高毒力基因［１９］，携带犻狌狋Ａ等高毒力基因是血流感

染ＣＲＫＰ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２０］，证实ＣＲＫＰ

菌株携带毒力基因与患者感染后高病死率有直接

关联。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由于ＰＡＴＲＩＣ

公共数据库菌株信息受全球地区不同经济状况及提

交数据课题组研究方向偏好等因素影响，菌株基因

组信息代表性可能不够强，但该数据库提供了较完

善的菌株背景信息，为研究肺炎克雷伯菌的基因组

特征提供了较好的资源。其次，现有研究显示菌株

基因型和表型之间还存在差异，但由于本研究对象

均为ＰＡＴＲＩＣ公共数据库的基因组信息，缺乏相关

实验研究证实。

本研究通过分析从ＰＡＴＲＩＣ公共数据库中收

集的不同标本类型的ＣＲＫＰ携带毒力基因、耐药基

因和质粒数量情况，发现不同标本类型的ＣＲＫＰ携

带毒力基因和质粒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标本

ＣＲＫＰ相比其他标本来源的ＣＲＫＰ携带更多的毒

力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数据库中不同标本

来源ＣＲＫＰ的分布特征，以及耐药基因、质粒和毒力

基因的携带水平，为后续ＣＲＫＰ的耐药和毒力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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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１］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耐

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流行病学变迁［Ｊ］．中国感染控制杂

志，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７５－１７９．

Ｃｈｉｎａ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ｐｉｄｅｍ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ｉ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７５－１７９．

［２］　胡付品，郭燕，朱德妹，等．２０２０年ＣＨＩＮＥＴ中国细菌耐药

监测［Ｊ］．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２１，２１（４）：３７７－３８７．

ＨｕＦＰ，ＧｕｏＹ，ＺｈｕＤＭ，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ＥＴ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ｆ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２０２０［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２１，２１（４）：３７７－３８７．

［３］　姚志宏，刘真真．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流行病学、耐

药与传播机制研究进展［Ｊ］．中国抗生素杂志，２０１７，４２（１２）：

１１０７－１１１２．

·１２·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１月第２２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３



ＹａｏＺＨ，ＬｉｕＺＺ．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

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４２

（１２）：１１０７－１１１２．

［４］　詹忠明，曹敏．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院内感染患者的

耐药特点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分析［Ｊ］．抗感染药学，２０２１，１８

（７）：９８３－９８６．

ＺｈａｎＺＭ，Ｃａｏ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２０２１，１８（７）：９８３－９８６．

［５］　杨修文，崔俊昌，赵进，等．医院获得性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

染的临床特征及耐药菌株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Ｊ］．解放军医

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１０２９－１０３２，１０５４．

ＹａｎｇＸＷ，ＣｕｉＪＣ，ＺｈａｏＪ，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ｖｅｒ

ｓｕｓ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Ｌ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１０２９

－１０３２，１０５４．

［６］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血

标本病原菌耐药性变迁［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１，２０

（２）：１２４－１３３．

Ｃｈｉｎａ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ｆｒｏｍｂｌｏｏ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

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２４－１３３．

［７］　李媛媛．五年间血流感染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监

测及感染、死亡危险因素分析［Ｄ］．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

２０２０．

ＬｉＹＹ．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Ｄ］． Ｓｈｉｊｉａ

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ｂｅ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

［８］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ＪＪ，ＷａｔｔａｍＡＲ，ＣａｍｍｅｒＳＡ，ｅｔａｌ．ＰＡＴＲＩＣ：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ｗｉｔｈａｆｏｃｕｓ

ｏｎｈｕｍａ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ＩｎｆｅｃｔＩｍｍｕｎ，２０１１，７９

（１１）：４２８６－４２９８．

［９］　Ｌａｍ ＭＭＣ，ＷｉｃｋＲＲ，ＷａｔｔｓＳＣ，ｅｔａｌ．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ｉｌ

ｌａ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ｔｏｏｌｆｏｒ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

狀犻犪犲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Ｊ］．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２１，

１２（１）：４１８８．

［１０］ＪｉａＢＦ，ＲａｐｈｅｎｙａＡＲ，ＡｌｃｏｃｋＢ，ｅｔａｌ．ＣＡＲＤ２０１７：ｅｘｐａｎ

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ｃｅｎｔｒｉｃ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Ｊ］．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２０１７，４５（Ｄ１）：

Ｄ５６６－Ｄ５７３．

［１１］ＣｈｅｎＬＨ，ＺｈｅｎｇＤＤ，ＬｉｕＢ，ｅｔａｌ．ＶＦＤＢ２０１６：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ｒｅｆｉｎ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ｏｒ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０ｙｅａｒｓｏｎ［Ｊ］．Ｎｕ

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２０１６，４４（Ｄ１）：Ｄ６９４－Ｄ６９７．

［１２］ＣａｒａｔｔｏｌｉＡ，ＺａｎｋａｒｉＥ，Ｇａｒｃíａ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Ａ，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ｌｉｃｏ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ｙｐｉｎｇｏｆ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ｕｓｉｎｇＰｌａｓｍｉｄＦｉｎｄｅｒａｎｄｐｌａｓ

ｍｉｄ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ｙｐｉｎｇ［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４，５８（７）：３８９５－３９０３．

［１３］李雪娇，马炜，郭杰，等．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流行

病学特征及分子生物学研究［Ｊ］．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４１（１０）：１１０９－１１１４．

ＬｉＸＪ，ＭａＷ，ＧｕｏＪ，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４１（１０）：１１０９－１１１４．

［１４］Ｃｈｅｎ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Ｂ，ＰｉｔｏｕｔＪＤＤ，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ｃ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ＳＴ２５８ｉｓａｈｙｂｒｉｄｓｔｒａｉｎ［Ｊ］．ｍＢｉｏ，２０１４，５（３）：

ｅ０１３５５－１４．

［１５］ＤｏｎｇＮ，ＺｈａｎｇＲ，ＬｉｕＬＺ，ｅｔ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ｙｐｅ１１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

［Ｊ］．ＭｉｃｒｏｂＧｅｎｏｍ，２０１８，４（２）：ｅ０００１４９．

［１６］郑茂，邹玉，刘晓，等．耐碳青霉烯类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的

研究进展［Ｊ］．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２１，２１（１）：１０５－

１１０．

ＺｈｅｎｇＭ，ＺｏｕＹ，ＬｉｕＸ，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ａｒｂａｐｅ

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ｈｙｐｅｒｖｉｒｕｌｅ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Ｊ］．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２１，２１（１）：

１０５－１１０．

［１７］ＫｉｔｃｈｅｌＢ，ＲａｓｈｅｅｄＪＫ，ＰａｔｅｌＪＢ，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

ｇｙｏｆＫＰＣ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ｌｏｎ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ｙｐｅ

２５８［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９，５３（８）：３３６５－

３３７０．

［１８］ＥｌＭａｈａｌｌａｗｙＨＡ，ＺａｆｅｒＭＭ，ＡｍｉｎＭＡ，ｅｔａｌ．Ｓｐｒｅａｄｏｆ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ａｔ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ａｒｅｃａｎｃｅ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Ｅｇｙｐｔ［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Ｌｏｎｄ），２０１８，５０（７）：５６０－

５６４．

［１９］鞠启文，王运中，陶云珍，等．儿童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毒

力与耐药基因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１，３１（２１）：

３３３７－３３４１．

ＪｕＱＷ，ＷａｎｇＹＺ，ＴａｏＹＺ，ｅｔａｌ．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ｉｎ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

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３１（２１）：３３３７－３３４１．

［２０］ＷｕＸＢ，ＳｈｉＱＹ，ＳｈｅｎＳＭ，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ｈａｒａ

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３０ｄａｙ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ＦｒｏｎｔＣｅｌｌＩｎｆｅｃ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２１，１１：６８８９８９．

（本文编辑：翟若南、左双燕）

本文引用格式：张娜，孟标，金美玲，等．基于ＰＡＴＲＩＣ公共数据库

不同标本来源的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基因组特征比较［Ｊ］．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２２（１）：１４－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３３１３３．

犆犻狋犲狋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犪狊：ＺＨＡＮＧＮａ，ＭＥＮＧＢｉａｏ，ＪＩＮ Ｍｅｉｌｉｎｇ，ｅｔ

ａｌ．Ｇｅ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ＴＲ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Ｊ］．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３，２２（１）：１４－２２．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３３１３３．

·２２·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３年１月第２２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