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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例新生儿脐炎致败血症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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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的 　观察新生儿脐炎致败血症的临床特征、细菌学、药敏试验及治疗。方法 　统计 8 年来收治

的新生儿脐炎致败血症 ,分析病前脐带处理方法、临床表现、血及脐部分泌物涂片和培养、药敏试验以及治疗。结

果 　新生儿脐炎致败血症农村患儿占68. 4 % ,脐部不洁处理占 50 %。38 例患儿均同时有脐炎及败血症的表现。

脐分泌物及血液细菌培养均为阳性 ,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分别对先锋 V、丁胺卡

那、克林霉素、头孢噻肟敏感。结论 　正确处理脐部残端是降低新生儿脐炎的重要措施 ,一旦发生新生儿脐炎致败

血症时应在积极处理脐炎的基础上同时作分泌物及血液细菌学涂片和培养 ,选用敏感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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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败血症是新生儿常见严重疾病。新生儿

脐炎是新生儿败血症致病原因之一 ,在边远山区 ,发

病率仍较高。现将我院 8 年来儿科病房收治的经血

培养证实的 38 例新生儿脐炎致败血症的临床特征、

细菌学特点及药敏结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 . 1 　病例选择

我院自 1992 年 1 月至 1999 年 12 月儿科病房

收治新生儿 981 例 ,新生儿脐炎 96 例 ,其中 38 例诊

断为新生儿脐炎致败血症。其症状体征为 :脐轮及

脐周红肿 ,有浆液脓性分泌物或脓性分泌物 ,严重者

分泌物恶臭 ,甚至腹壁蜂窝组织炎。患儿精神食欲

差、哭声弱 ,体温改变 (高热或不升) 、神萎、嗜睡、黄

疸加深或时间延长、肝脾肿大 ,有出血倾向或休克表

现、腹胀等。脐部分泌物涂片、培养及血普通培养阳

性 ,且结果为同一种病原菌。

1 . 2 　一般资料

男 23 例 ,女 15 例 ,胎龄 32～37 周 6 例 ,～42

周 29 例 , > 42 周 3 例 ,体重 2 300～2 500 g 9 例 ,～

3 500 g 28 例 ,～4 100 g 1 例 ,发病日龄 17 h～3 d 8

例 ,～7 d 18 例 , > 7 d 12 例。本院出生 7 例 ,乡镇

医院出生 19 例 ,村接生员接生 12 例。胎头吸引器、

产钳助产 4 例 ,其余为顺产。

1 . 3 　易感因素

追问有胎膜早破、羊水污染 ,第二产程延长 ,母

亲临产时感染 ,新生儿窒息气管插管因素 9 例。38

例中 5 例为县市级城镇居民患儿 ,7 例乡镇居民患

儿 ,其余为农村患儿。1 例使用 1 次性尿布 ,6 例间

断予尿布煮沸消毒。38 例中 19 例结扎脐带后脐部

抹艾蒿灰或其他中药粉末 ,5 例抹铁锅底黑灰。

1 . 4 　临床表现

38 例中 26 例脐部红肿及少许脓性分泌物 ,12

例脐部明显红肿 ,溃烂及脓性分泌物并有臭味 ,其中

3 例有腹壁蜂窝组织炎 ,全部有体温异常及精神差、

萎靡不振。其他依次为拒奶 27 例 (71 %) ,反应差

19 例 (50 %) ,黄疸 15 例 (39 %) ,腹泻 13 例 (34 %) ,

面色苍白 9 例 (24 %) ,皮肤花纹 9 例 (24 %) ,肝脾肿

大 2 例 (24 %) ,脱水及电解质异常 8 例 (21 %) 。

1 . 5 　合并症

本组 38 例中合并肺炎 16 例 (42 %) ,硬肿症 9

例 (24 %) ,结膜炎 4 例 (10. 5 %) ,新生儿破伤风 7 例

(18. 4 %) ,新生儿肝炎综合征 3 例 (7. 9 %) ,多发性

肝脓肿 1 例 (2. 6 %) ,化脓性腹膜炎 1 例 (2. 6 %) ,化

脓性脑膜炎 1 例 (2. 6 %) ,阴囊脓肿 1 例 (2. 6 %) ,泌

尿系统感染 6 例 ( 15. 7 %) , 背部皮下脓肿 2 例

(5.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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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6 　实验室检查

患儿入院时均查外周血 Hb < 15g/ L 10 例

(26. 3 %) ,WBC < 5. 0 ×109/ L 16 例 (15. 7 %) ,其中

1 例3. 2 ×109/ L ,WBC > 20 ×109/ L 13 例 (34 %) ,最

高者达54. 6 ×109/ L (金葡菌败血症) 。38 例中 C 反

应蛋白检查 16 例 ,结果 + + ～ + + + 者 11 例 ,其中

大肠杆菌败血症 7 例均阳性 ,金葡菌败血症 5 例 ,有

2 例阳性 ,表葡菌败血症 4 例有 2 例阳性。

细菌涂片及培养 :38 例均在使用抗生素之前作

脐部分泌物涂片及培养。血培养结果金葡菌阳性

10 例 (26. 3 %) ,表葡菌 9 例 (24 %) ,大肠杆菌 16 例

(42. 1 %) 。全部血培养结果与涂片结果相符 ,其中

2 例血培养结果为大肠杆菌阳性者只有脐分泌物涂

片结果相符 (革兰阴性杆菌) ,而与分泌物培养结果

不同 (表葡菌) 。

药物敏感试验 :金葡菌对先锋 V、丁胺卡那、环

丙沙星高度敏感 ,对呋喃妥因、氟哌酸中度敏感 ,而

对氨苄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不敏感。表葡菌除

对克林霉素敏感外 ,药敏试验与金葡菌大致相同。

大肠杆菌对头孢噻肟、丁胺卡那、呋喃妥因、SMZ 敏

感 ,对环丙沙星、氟哌酸中度敏感 ,对氧哌嗪青霉素、

氨苄青霉素不敏感。

2 　治疗及结果

2 . 1 　脐炎局部治疗

均用双氧水洗去外涂物及分泌物 ,再涂以络合

碘 ,坏死溃烂者局部换药 ,蜂窝组织炎切开换药 ,严

重者每日换药 2 次 ;背部皮下脓肿及阴囊脓肿穿刺

抽脓 ;肝脓肿 B 超显示为多个小脓疡 ,未穿刺抽脓 ,

只给予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和脐部局部处理。

2 . 2 　全身治疗

在涂片和培养结果送回之前均先选用青霉素及

先锋霉素 V 静脉点滴 ,涂片结果出来后再确定用针

对革兰阳性或革兰阴性细菌的抗生素。然后根据培

养及药敏试验再调整敏感抗生素 ,一般同时选用 2

种甚至 3 种抗生素。为防止破伤风 ,所有患儿均给

予破伤风抗毒素 ( TA T) 1 500 U 肌肉注射预防 ,合

并破伤风者抗破伤风治疗。

2 . 3 　治疗效果

38 例中 2 例死亡 (5 %) ,1 例合并腹膜炎 ,1 例

合并化脓性脑膜炎 ;另 2 例病情加重时自动出院 ;3

例好转出院 ,其余全部治愈。全部患儿脐部均未留

下慢性瘘管 ,住院时间最长者 53 d ,最短者 8 d。

3 　讨论

　　本组 38 例中 31 例为乡镇医院及村接生员接

生 ,26 例为农村患儿 ,有脐部处理不当、消毒不严、

包脐纱布不洁净因素存在。24 例患儿脐部涂有中

草药粉末及其他不洁物。

本组病原菌以金葡菌、表葡菌及大肠杆菌为主 ,

与文献报道相符[1 ] ,但大肠杆菌比例高。本组 2 例

涂片与培养结果不同 ,考虑与后者在培养过程中污

染有关。国外研究发现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是污染

培养最多见细菌[2 ] ,且 Thylefore 等[3 ]报道其污染率

可达 83 %。

新生儿出生后 12 h 脐及鼻部就有金黄色葡萄

球菌定植 ,生后 4 d 定植率可达 100 %(140/ 140) [4 ] ,

新生儿脐部残端有一暴露伤口 ,且局部及全身的特

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系统还不成熟和完善[5 ] ,为细

菌得以在新生儿体内繁殖提供了条件。若不注意局

部消毒护理 ,很可能发生脐炎 ;若涂不洁物且发生脐

炎后不及时处理 ,很易致败血症。

综上所述 ,认为新生儿脐炎败血症主要与脐部

消毒处理不当有关 ,其主要病原菌为金葡菌、表葡菌

及大肠杆菌 ,分别对先锋 V、克林霉素、头孢噻肟等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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