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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医院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下呼吸道感染耐药性分析

郭青青陈惠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100050

摘要： 

目的探讨医院获得性下呼吸道感染老年患者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SA）耐药情况及其变迁，为临床合理用药提

供依据。方法收集2006年1月—2012年10月某三级甲等医院发生医院下呼吸道感染的65岁以上老年患者送检标本

分离的SA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结果共分离SA 126株，其中耐甲氧西林SA(MRSA) 113株（89.68%）。SA
对糖肽类（替考拉宁、万古霉素）、呋喃类（呋喃妥因）、新型抗菌药物口恶唑烷酮类（利奈唑胺）、链阳菌素类

（奎奴普丁/达福普汀）抗菌药物耐药率较低；对青霉素类（青霉素、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类（头孢唑林、头

孢噻肟）抗菌药物耐药率高。不同时段分离的SA对各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医院获得性下呼吸道感染老年患者分离的SA以MRSA为主，耐药性高；2006年以来，SA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变迁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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