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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感染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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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多种毒素和酶%可引起

慢性疾病患者的呼吸道感染%甚至败血症'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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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耐药机制%使治疗变得越来越困难%病死

率高%因此受到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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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型方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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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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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抗菌药物耐药率不断上升%特别是

近期已经出现了对亚胺培南和全部第三代头孢菌素

及其他抗假单胞菌药物耐药的泛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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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临

床有效控制感染带来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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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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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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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耐药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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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耐药株只对亚

胺培南敏感%对庆大霉素和四环素部分敏感%耐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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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药机制几乎包括

了现今已知的所有耐药机制%如(产生抗菌药物灭活

酶和水解药物)改变抗菌药物作用靶位%从而逃避抗

菌药物的抗菌作用)膜蛋白的改变与主动外排系统

的过度表达%限制药物到达其作用靶位)形成生物膜

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细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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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酰

胺酶的耐药机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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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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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型方法主要依

赖于血清学分型&噬菌体分型和菌素绿脓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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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物学方法%但这些方法往往由于操作过于繁琐&

分辨率低&重复性不佳而影响了流行病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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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分型方法是建立在细菌表面受体的基础

上%当囊性纤维变性患者发生
G?

肺部感染时%这些

受体大都暴露%易发生表型改变%因而有时可能导致

错误的分型结果%尤其是单独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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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分子生物学技术已应用于细菌&病毒基因水平的研

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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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当中一种比较快捷&简便和易

行的分子分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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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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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态

性分析'利用随机的单一寡核苷酸为引物%以生物

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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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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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板%扩增出多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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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图谱%且不同生物与同一生物不同种属%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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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图谱各异'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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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建立在聚

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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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基础上%因此具有效率高&

样品用量少&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和易检测等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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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性)同时%研究物种不受组织发育时期的限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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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图谱%并通过统计学分析为遗传

研究和分类研究提供分子水平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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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还具有操作性强%所需设备简单&经济%应用范

围广泛等优点'本研究中%发现
>?GB

技术存在的

最大缺点是实验的不稳定性'通过重复实验%我们

发现影响
>?GB

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
BJ?

模板

的质量与浓度%引物设计及引物浓度%缓冲体系&

F

5

9&

!

&

@JAG

浓度%琼脂糖凝胶质量与浓度%电泳

缓冲液浓度等%另外还与实验技术人员的操作稳定

性有关%要在实验中不断地优化实验体系与条件才

可得出可重复的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分子型别的
G?

可有相同

的耐药谱型'由于细菌的耐药性受多种遗传因子的

综合影响%不稳定%分型粗糙%耐药谱分型只为临床

使用提供参考性信息)而
>?GB

分型对种和株的分

辨率高%可在分子水平上对
G?

呼吸道感染提供病

原学及流行病学依据%是
G?

分型的有效手段'通

过实验结果可以认为%某医院的
I91

中存在
!

种型

别
G?

的医院感染暴发流行!

%)

"

%

!

种型别
G?

均存

在严重的多重耐药性'通过分型%分析
G?

感染来

源与传播途径%有利于控制
G?

感染的暴发流行'

>?GB

技术作为目前较有效易行的流行病学分型

溯源手段%可以在基层疾病控制单位和各级医院防

控医院感染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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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管理前后医院感染率和手术切口感染率比较

0,69$3

!

J+'+/+#%$&%)N:/-%+);$-:'$)@'(;

5

%/$&U+()@%)N:/-%+);$-:'R:N+;:$)@$N-:;#$)$

5

:#:)-

出院人数 医院感染#例$ 医院感染率#

H

$ 手术人数 切口感染#例$ 切口感染率$

#

H

$

管理前#

!""'

年$

!+("( %%") *.%) '+'# %(* )."#

管理后#

!""(

年$

)%")' %%*( ).(" (%)' %+( !.)*

!!$

管理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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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预防用药是抗菌药物使用率高的主要因素之

一%表现为预防用药的指征太宽%医生对预防用药指

征掌握不严格%用药时间长%联合用药种类多%选用

抗菌药物起点高等!

!

"

'药品收入是医院主要经济来

源之一%医院经济利益也是抗菌药物使用率高的原

因之一'通过对抗菌药物的管理%将抗菌药物分为

三线%同一线药物中则选择效果稳定&毒副作用小&

价格适合的药物'外科预防用药和重症监护室

#

I91

$重症患者预防用药在抗菌药物应用中占有较

大比例!

)

"

'手术时间不长的清洁手术%主要注意手

术技巧和无菌操作%本组围术期用药率的下降与
&

类手术控制术前用药有关'对于有免疫功能受损的

基础疾病患者%手术损伤面大&手术持续时间长的
&

类手术%以及
)

&

%

类切口手术应进行围术期用药'

围术期用药时机也很重要%本院实施抗菌药物管理

后%手术切口感染率亦明显下降'

发达国家抗菌药物使用率为
!#H

"

)!H

!

%

"

)我

国大多数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在
#"H

左右%少数医

院甚至达到了
&"H

%与发达国家差别较大'主要原

因是国外对抗菌药物管理起步早%对临床医生进行

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培训是卓有成效的原因之

一!

*

"

)而我国感染性疾病相对较多%另外我国病原学

检测较少%给临床应用抗菌药物带来了盲目性'

本院制定的1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实施细则2中

.分级管理实施细则/是结合医院临床实际制定并首

次在临床应用%它将抗菌药物按照药物特点&临床疗

效&细菌耐药性&不良反应以及药品价格等因素进行

了分级%对各级抗菌药物制定了使用原则%并为各级

临床医生设置了使用抗菌药物的权限'通过对抗菌

药物的预防使用进行严格管理%本院抗菌药物使用

率由
!""'

年的
#).)*H

下降至
!""(

年的
'!.+&H

)

改变了过去外科手术前后长期用药预防切口感染的

传统观念%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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