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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和住院患者感染病原菌及其耐药性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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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方法结果结论为了解门诊和住院部患者感染病原菌情况并比较其耐药性差异，对某院细菌实验室分离的病原菌

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门诊革兰阳性（G+）菌(20.56%)和革兰阴性（G-）菌(22.23%)的分离率均高于

住院部(分别为9.73%与16.79%)，且差异有显著性（分别χ2=174.91，P=0.00；χ2=72.75，P=0.00）；门诊检

出G+菌(48.02%)和G-菌(51.98%)的构成比与住院部(分别为36.70%、63.30%)差异亦有显著性（分别

χ2=52.94，P＝0.00; χ2=160.56，P＝0.00）。大肠埃希菌、其他肠杆菌科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对

部分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在门诊和住院部患者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大部分为住院部患者分离菌耐药率

高于门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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