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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分析本院重症医学科(ＩＣＵ)医院感染多重耐药菌(ＭＤＲＯ)构成及药敏情况ꎬ为危重患者医

院感染防治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对本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医院感染 ＭＤＲＯ 情况进行回顾性调

查ꎮ 　 结果　 ＭＤＲＯ 共 １２０ 株ꎬ占院内细菌感染的 ５５.３０％ꎬ其中革兰阳性(Ｇ＋)菌 ５５.００％ꎻ居前 ５ 位者分别为粪肠球

菌(２４.２０％)、金黄色葡萄球菌(２０.８０％)、鲍曼不动杆菌(１７.５０％)、大肠埃希菌(８.３０％)及铜绿假单胞菌(６ ７０％)ꎻ嗜
麦芽窄食单胞菌 ＭＤＲＯ 检出率最高ꎬ对复方新诺明、左氧沙星及环丙沙星较敏感ꎻ铜绿假单胞菌对阿米卡星最敏感

(７５ ００％)ꎻ鲍曼不动杆菌呈泛耐药性ꎬ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及头孢哌酮 / 舒巴坦敏感性仅为 ４２.１０％、３５ ７０％及

２１ １０％ꎻ发现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ꎻ各类 Ｇ＋ＭＤＲＯ 除对糖肽类抗生素高度敏感外ꎬ对米诺环素

亦较敏感(５９.３０％~８３.３０％)ꎮ 　 结论　 ＩＣＵ 多重耐药菌检出率高ꎬ耐抗菌药物种类广ꎬ需严格掌握抗菌药物使用原

则并根据药敏选用抗菌药物ꎬ采取单间隔离、强化手卫生、有效环境消毒等措施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ꎮ
关键词:　 ＩＣＵꎻ　 院内感染ꎻ　 多重耐药菌ꎻ　 抗菌药物敏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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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同时产生耐药的细菌[１]ꎬ目前已成为全球关

注的医学与社会问题ꎬ严重威胁着感染性疾病的治

疗ꎮ 因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细菌谱及抗生素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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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ꎬ病原菌分布及其对药物敏感性亦存在差异ꎮ
因此ꎬ加强对本科室医院感染病原菌尤其是 ＭＤＲＯ
的监测ꎬ对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十分重要ꎮ 现将本

院综合 ＩＣＵ 近 ４ 年来医院感染 ＭＤＲＯ 情况进行回

顾分析ꎬ报道如下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

本科共收治患者 ８７２ 例ꎬ排除入住 ＩＣＵ 不足 ４８ ｈ 者共

纳入研究病例 ７２６ 例ꎬ其中男 ４９０ 例ꎬ女 ２３６ 例ꎻ年龄５~
９９ 岁ꎬ平均 ６６.３ 岁ꎬ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１９~４０ 分ꎮ
１.２　 标本及病原菌来源 　 　 标本均为本科室采集

送检ꎬ包括:痰液、尿液、血液、腹腔及胸腔引流液、脑
脊液以及创面分泌物等ꎮ 痰标本为经气管插管或纤

支镜取深部痰液ꎬ尿标本为经导尿管无菌采取ꎮ 细

菌敏感性分析采用患者首次分离菌株ꎮ 同一患者的

相同部位分离出同种菌者ꎬ如药敏结果相同视为同

一菌株ꎬ不重复记入统计范围ꎮ
１.３　 方法　 　 采用前瞻性监测和回顾性调查相结

合的方法ꎬ依据卫生部 ２００１ 年«医院感染诊断标

准»进行资料收集与分析ꎮ

２　 结　 　 果

感染部位:下呼吸道 １２７ 株(９２.００％)ꎬ腹腔 ３
株(２.２０％)ꎬ手术切口 ２ 株(１. ５０％)ꎬ泌尿道 ４ 株

(２ ９０％)ꎬ血液感染 ２ 株(１.５０％)ꎮ 院内感染仍以

下呼吸道感染为主ꎮ
２.１　 多重耐药菌构成及检出率 　 　 ７２６ 例患者共

１３０ 例 ２１７ 次发生院内细菌感染ꎬ其中 ＭＤＲＯ 菌株

达 １２０ 株(５５.３０％)ꎬ以 Ｇ＋菌较多(５５.００％)ꎻ居前 ５
位者分别为粪肠球菌、金葡球菌、鲍曼不动杆菌、大
肠埃希菌及铜绿假单胞菌ꎻＭＤＲＯ 检出率居前 ６ 位

者依次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１００.００％)、粪肠球菌

(９６ ７０％)、金葡球菌 ( ９６. ２０％)、鲍曼不动杆菌

(７５ ００％)、表皮葡萄球菌(５８.３０％)及阴沟肠杆菌

(５０ ００％)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多重耐药 Ｇ－菌对常用抗菌药物敏感率　 　 鲍

曼不动杆菌仅对美罗培南 ( ４２. １０％)、亚胺培南

(３５ ７０％)及头孢哌酮 /舒巴坦(２１.１０％)有一定敏

感性ꎻ大肠埃希菌亦仅对此三种药物敏感ꎬ敏感率分

别为 ７５.００％、７５.００％及 ５５.６０％ꎻ铜绿假单胞菌对阿

表 １　 ＩＣＵ 医院感染多重耐药菌构成比及检出率(％)

细菌种类
医院感染
菌株数

ＭＤＲＯ 菌
株数

ＭＤＲＯ 检
出率(％)

革兰阴性菌 １４３ ５４(４５.００％) ４０.６０
　 大肠埃希菌 ３７ １０(８.３０％) ２７.００
　 鲍曼不动杆菌 ２８ ２１(１７.５０％) ７５.００
　 肺炎克雷伯菌 ２２ ２(１.７０％) ９.１０
　 铜绿假单胞菌 １９ ８(６.７０％) ４２.１０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７ ７(５.８０％) １００.００
　 液化沙雷菌 ６ １(０.１０％) １６.７０
　 阴沟肠杆菌 ６ ３(２.５０％) ５０.００
　 变形杆菌 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
　 粘滞沙雷菌 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 ９ ２(１.７０％) ２２.２０
革兰阳性菌 ７４ ６６(５５.００％) ８９.２０
　 粪肠球菌 ３０ ２９(２４.２０％) ９６.７０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２６ ２５(２０.８０％) ９６.２０
　 表皮葡萄球菌 １２ ７(５.８０％) ５８.３０
　 其他 ６ ５(４.２０％) ８３.３０

合计 ２１７ １２０(１００.００％) ５５.３０

米卡星敏感率最高 ( ７５. ００％)ꎬ其次为头孢他啶

(６２ ５０％)及哌拉西林(５７.１０％)ꎬ余均<５０％ꎻ嗜麦

芽窄食单胞菌对复方新诺明及左氧氟沙星最敏感

(７１.４０％)ꎬ其次为环丙沙星(５７.１０％)及头孢哌酮 /
舒巴坦(４２.９０％)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多重耐药 Ｇ＋菌对常用抗菌药物敏感率　 　 粪肠

球菌及金葡球菌对万古霉素及利奈唑胺均高度敏感ꎬ
对替考拉宁敏感率分别为 ８６.２０％及 ８１.００％ꎮ 发现粪

肠球菌及 ＭＲＳＡ 各 １ 株对万古霉素耐药ꎮ 除糖肽类

药物外ꎬ金葡球菌及表葡球菌对利福平、米诺环素及

阿米卡星均较敏感(８３.３０％~１００.００％)ꎮ 见表 ３ꎮ

３　 讨　 　 论

３.１　 医院感染多重耐药菌构成 　 　 ＩＣＵ 患者因病

情危重、免疫力低下、侵入性操作多及超广谱抗生素

使用普遍等原因ꎬ医院感染率尤其 ＭＤＲＯ 检出率逐

年增高[２]ꎬ为临床治疗带来很大困难[３]ꎮ 本资料显

示ꎬ本科 ＭＤＲＯ 菌株占比达 ５５.３０％(１２０ / ２１７)ꎬ与
顾玲莉[４]报道的 ５８.３０％相近ꎮ 居前 ５ 位 ＭＤＲＯ 分

别为粪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鲍曼不动杆菌、大
肠埃希菌及铜绿假单胞菌ꎬ与临床常见多重耐药

ＥＳＫＡＰＥ 病原菌顺位基本一致[５]ꎮ 本资料显示ꎬ临
床较少注意的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ＭＤＲＯ 检出率为

１００.００％ꎬ且仅对极少数抗生素敏感ꎬ考虑与该菌可

产生超广谱β内酰胺酶和金属β内酰胺酶并具有外

７３５中南医学科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第 ４４ 卷第 ５ 期



表 ２　 主要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敏感率(％)

常用抗菌药物 鲍曼不动杆菌(ｎ＝ ２１) 大肠埃希菌(ｎ＝ １０) 铜绿假单胞菌(ｎ＝ ８)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ｎ＝ ７)

哌拉西林 ０.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０ / １０) ５７.１０(４ / ７) ０.００(０ / ４)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０.００(０ / １８) ４０.００(４ / １０) ３３.３０(２ / ６) １６.７０(１ / ６)
头孢曲松 ０.００(０ / １４) ０.００(０ / ９) ０.００(０ / ７) ０.００(０ / ５)
头孢他啶 ０.００(０ / ２１) ０.００(０ / １０) ６２.５０(５ / ８) ２８.６０(２ / ７)
头孢西丁 ０.００(０ / １３) ０.００(０ / ６) ０.００(０ / ７) ０.００(０ / ５)
头孢吡肟 ０.００(０ / １９) ０.００(０ / ９) ３７.５０(３ / ８) ０.００(０ / ７)
氨曲南 ０.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０ / ９) ０.００(０ / ７) ０.００(０ / ６)
亚胺培南 ３５.７０(５ / １４) ７５.００(６ / ８) ４２.９０(３ / ７) ０.００(０ / ５)
美罗培南 ４２.１０(８ / １９) ７５.００(６ / ８) ３３.３０(２ / ６) ０.００(０ / ７)
头孢哌酮 / 舒巴坦 ２１.１０(４ / １９) ５５.６０(５ / ９) ４０.００(２ / ５) ４２.９０(３ / ７)
左氧氟沙星 ０.００(０ / １９) ２２.２０(２ / ９) ２０.００(１ / ５) ７１.４０(５ / ７)
环丙沙星 ０.００(０ / １４) ２５.００(２ / ８) ２５.００(２ / ８) ５７.１０(４ / ７)
阿米卡星 １８.８０(３ / １６) ２８.６０(２ / ７) ７５.００(６ / ８) ０.００(０ / ７)
头孢哌酮 ０.００(０ / １４) ０.００(０ / ９) ２５.００(２ / ８) １６.７０(１ / ６)
复方新诺明 ５.３０(１ / １９) ０.００(０ / ８) ０.００(０ / ８) ７１.４０(５ / ７)

表 ３　 多重耐药 Ｇ＋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敏感率(％)

常用抗
菌药物

粪肠球菌
(ｎ＝ ２９)

金黄色葡萄球
菌(ｎ＝ ２５)

表皮葡萄球
菌(ｎ＝ ７)

青霉素 ２７.６０(８ / ２９) ０.００(０ / ２５) ０.００(０ / ６)
头孢西丁 ０.００(０ / ２４) ８.７０(２ / ２３) ０.００(０ / ５)
头孢唑林 ４.００(１ / ２５) ８.７０(２ / ２３) ２８.６０(２ / ７)
红霉素 ０.００(０ / ２４) ０.００(０ / ２０) ０.００(０ / ５)
庆大霉素 １１.５０(３ / ２６) ３２.００(８ / ２５) ６０.００(３ / ５)
复方新诺明 ０.００(０ / ２２) ２６.１０(６ / ２３) ０.００(０ / ５)
环丙沙星 ７.４０(２ / ２７) ５.９０(１ / １７) ０.００(０ / ４)
左氧沙星 １６.００(４ / ２５) ８.３０(２ / ２４) １４.３０(１ / ７)
万古霉素 ９６.６０(２８ / ２９) ９６.００(２４ / ２５) １００.００(７ / ７)
替考拉宁 ８６.２０(２５ / ２９) ８１.００(１７ / ２１) １００.００(６ / ６)
利奈唑胺 １００.００(２６ / ２６) １００.００(２０ / ２０) １００.００(７ / ７)
克林霉素 ４.００(１ / ２５) １２.００(３ / ２５) ２８.６０(２ / ７)
利福平 ２８.６０(８ / ２８) ８３.３０(２０ / ２４) ７１.４０(５ / ７)
苯唑西林 ０.００(０ / ２９) ４.３０(１ / ２３) ０.００(０ / ７)
米诺环素 ５９.３０(１６ / ２７) ８１.８０(１８ / ２２) ８３.３０(５ / ６)
阿米卡星 ４.５０(１ / ２２) ７３.７０(１４ / １９) １００.００(６ / ６)

膜低渗透性以致抗生素难以进入细胞内而对多种抗

生素天然耐药[６]有关ꎻ粪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鲍曼不动杆菌 ＭＤＲＯ 检出率亦高达 ７５. ００％ ~
９６.７０％ꎮ
３.２　 ＩＣＵ 多重耐药菌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由表 ２
可知ꎬ鲍曼不动杆菌呈泛耐药性ꎬ仅对美罗培南、亚
胺培 南 及 头 孢 哌 酮 /舒 巴 坦 有 一 定 敏 感 性

(４２.１０％~ ２１.１０％)ꎬ与国内范艳萍等报道一致[７]ꎮ
考虑与该菌自身存在由染色体或质粒介导的细菌耐

药基因ꎬ通过产生 Ａ 类 β￣内酰胺酶、细胞壁改变或

外膜屏障及药物主动外排等耐药机制从而抑制抗菌

效果有关[５]ꎬ另外ꎬ近年来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临

床的大量应用亦可能进一步诱发了耐药菌株的形

成ꎻ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及头孢哌酮 /舒巴坦

敏感性较低(３３.３０％~４２.９０％)ꎬ建议临床选用敏感

性较高的阿米卡星(７５.００％)及头孢他啶(６２.５０％)
等联合治疗ꎮ 本资料显示ꎬ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多

种药物天然耐药ꎬ仅对复方新诺明、左氧沙星及环丙

沙星较敏感ꎬ与文献报道一致[８￣９]ꎮ 由表 ３ 可知ꎬ粪
肠球菌及金葡球菌对替考拉宁敏感率明显低于万古

霉素及利奈唑胺ꎬ仅 ８６.２０％ ~８１.００％ꎬ因此ꎬ对感染

粪肠球菌、金葡球菌的 ＭＤＲＯ 患者ꎬ建议首选万古

霉素治疗ꎬ对肾损伤明显患者首选利耐唑胺ꎮ 除糖

肽类药物外ꎬ利福平、米诺环素及阿米卡星对多重耐

药 Ｇ＋菌也有较高敏感性ꎬ可根据临床实际选用ꎮ 因

本院极少使用替考拉宁ꎬ粪肠球菌及金葡球菌对其

敏感率下降的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ꎮ
３.３　 ＭＤＲＯ 防控措施 　 　 ＩＣＵ 是医院感染 ＭＤＲＯ
高发区域ꎬ除细菌本身的耐药机制外ꎬ不适当的抗生

素使用尤其是三代头孢菌素的滥用是当前抗生素耐

药形成的首要原因[１０￣１２]ꎮ 因此ꎬ严格执行抗菌药物

临床使用基本原则ꎬ切实落实抗菌药物分级管理ꎬ根
据微生物检测结果正确、合理地实施个体化抗感染

治疗方案[１３]对预防 ＭＤＲＯ 的产生非常重要ꎮ 由于

多数 ＩＣＵ 设置开放式床位ꎬ加之周围环境中存在多

种病原菌的定植ꎬ在临床护理及各种操作中容易发

生医源性交叉感染[１４]ꎮ 所以ꎬ对特殊病原菌及

ＭＤＲＯ 感染或定植患者应早期采取“Ｂｕｎｄｌｅ”控制措

施[１５￣１７](如手卫生、单间隔离、戴手套、穿隔离衣、严
格进行环境及医疗器物的消毒等)ꎬ从而最大限度

８３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Ｓｅｐ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４４ꎬＮｏ.５



避免其传播流行ꎮ
医院感染控制任重道远ꎬ降低抗生素耐药率迫

在眉睫ꎬ本研究旨在观察分析院感及多重耐药菌发

生情况ꎬ为院感控制提供理论依据ꎬ提高抗生素疗效

及患者诊疗安全ꎬ减轻患者、家属及社会经济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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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本刊专题介绍
本刊计划 ２０１７ 年的专题栏目刊登以下内容(根据稿件状况可适当调整)ꎬ欢迎广大作者自由投

稿ꎬ内容形式包括征稿专题疾病诊治经验谈、治疗研究进展、基础和临床研究述评、综述等ꎬ一经录

用ꎬ对于优秀稿件给予适当稿酬ꎮ
第一期:个体化 / 精准治疗

第二期:心血管疾病

第三期:妇科肿瘤

第四期:骨肿瘤疾病

第五期:显微外科技术

第六期:呼吸系统疾病

中南医学科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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