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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机械通气并发下呼吸道感染调查研究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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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新生儿机械通气并发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临床因素及病原菌感染特征。方法对某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内由

机械通气导致下呼吸道感染的46例新生儿，于气管插管后不同时间点采取下呼吸道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

验。结果46例新生儿共进行痰培养59例次，41例次(69.49%)细菌培养阳性。在5份取自机械通气时间＜1 d患者的

标本中，有2份（40.00%）标本即检出病原菌，而机械通气时间＞7 d者的12份标本中，病原菌阳性率达

100.00%。检出病原菌47株，大肠埃希菌（29.79%）、肺炎克雷伯菌（17.02%）、铜绿假单胞菌(14.89%)、
表皮葡萄球菌(10.64%)为主要病原菌。结论新生儿机械通气时间越长，细菌感染率越高。在机械通气的治疗过程

中，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预防并控制细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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