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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大连市儿童医院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细菌分布及耐药状况% 方法&选择 $""< 年 ! 月

至 $""? 年 $ 月医院门诊及病房新住院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 @=" 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MXCZ)=<> 例$急性下呼

吸道感染(MaCZ)#<< 例% MXCZ组患儿未用抗菌药物或只口服过 ! E$ 次抗菌药物$均采集咽拭子#MaCZ患儿均静

脉用抗菌药物[= 2$采集痰液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采用MIb系统(b),TA.4).PY$法国)进行菌种鉴定$采用纸片

扩散法(e)4\RTb3P.4)对分离菌株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份呼吸道分泌物分离菌株 >"> 株(>=7>K)$流感嗜血

杆菌*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分别占分离菌株的 $$7#K$!$7!K$?7>K% MXCZ分离菌株中流感嗜血杆菌*副

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分别占 >=7@K$$$7"K$@7!K$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非发酵菌属各占 >7#K$

%7=K$=7"K% MaCZ分离菌株中$上述菌株分别占 !$7!K$?7>K$<7<K及 !<7@K$!=7$K$$!7%K% 流感及副流感

嗜血杆菌对氨苄青霉素*复方新诺明耐药率分别为 $@7=K$=$7@K$对羟氨苄G克拉维酸及头孢噻吩*头孢克洛*头

孢呋辛等耐药率为 !"7"K E!$7!K$对头孢噻肟耐药率为 #7?K% MXCZ组与MaCZ组流感及副流感嗜血杆菌对氨

苄青霉素(!L"7"!)*羟氨苄G克拉维酸(!L"7"#)*头孢克洛(!L"7"#)*四环素(!L"7"#)*复方新诺明(!L

"7"!)等耐药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MaCZ组耐药率高于MXCZ组% 结论& 监测期间大连市小儿急性呼吸道细菌感

染主要流行菌株是流感及副流感嗜血杆菌$其对氨苄青霉素有较高的耐药性% MaCZ与MXCZ细菌的分布不同$MaT

CZ革兰阴性杆菌所占比例较高$其中流感及副流感嗜血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氨苄青霉素*羟氨苄G克拉维酸*头孢

克洛的耐药率相对较高%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J '%#!"

!关&键&词"&急性呼吸道感染#细菌#抗菌药物#儿童

!中图分类号"&C?$#7<&&!文献标识码"&M&&!文章编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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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A+5.43,0+5,&Z* c36)3*$ 1.)D/A%-J&HU3S-(./3)* )S,63-.,Q:()624.* U)-( MCZ7I(.2)S-4)\P-),* ,Q\3:-.4)3U3S

2)QQ.4.*-\.-U..* MaCZ3*2 MXCZ7Z* MaCZ$ 4̀3/T*.F3-)O.\3:)66)U.4.)* 3()F(.404,0,4-),*$ 3*2 -(.4.S)S-3*-43-.S,Q

1.)D/A%-J&H-*EJ&)*L.)3*2 1.)D/A%-J&HA.B.-*EJ&)*L.)-,3/0):)66)*$ 3/,Y):)66)*T:63OP63*):3:)2 3*2 :.Q3:6,4U.4.()F(.47

!A905B A+5/-2)C-:06/*$ !""#$ $" (%)&%&J '%#!"

&&D-8 ;+*:,&&M:P-.4.S0)43-,4R)*Q.:-),*# b3:-.4)3# M*-)/):4,\)363F.*-# '()62

&&急性呼吸道感染 (3:P-.4.S0)43-,4R)*Q.:-),*$

MCZ)是全世界儿童最常见的疾病$是发展中国家儿

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肺炎是世界范围内 # 岁以

下儿童的第一位死亡原因!!"

% 由于地理环境*经济

条件以及临床医生用药方式的不同$各个地区小儿

急性呼吸道感染细菌分布及耐药状况各有其特点%

大连市儿童医院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约占儿内科病

人的 <"K E?"K左右$为了了解本院小儿急性呼吸

道感染细菌分布及耐药状况$本研究选择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

@=" 例$采集咽拭子*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等呼吸

道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及分离鉴定$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E资料与方法

$7$E病例选择及分组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医院门诊及病

房新住院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 @=" 例$男 #@! 例$

女 ==@ 例$男女之比为 !7?h!#年龄 ! 月至 !> 岁$平

均年龄 = 岁 # 个月% 分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3:P-.

P00.44.S0)43-,4R)*Q.:-),*$MXCZ)及急性下呼吸道感

染 (3:P-.6,U.44.S0)43-,4R)*Q.:-),*$ MaCZ) 两组%

MXCZ组 =<> 例$患儿未用抗菌药物或只口服过 ! E

$ 次抗菌药物$均采集咽拭子#MaCZ组 #<< 例$患儿

均口服抗菌药物[= 2 及静脉用抗菌药物 [= 2$采

集痰液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急性上*下呼吸道感

染诊断标准依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组制定的

+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抗生素合理使用指南 (试

行),

!$"

%

$7!E方法

!7$7!&呼吸道分泌物采集方法&&咽拭子&年长儿

用生理盐水漱口后$婴幼儿喂奶前$用咽刷刮取咽后

壁分泌物$将咽刷置于无菌试管中%

下呼吸道取痰&年长儿晨起用生理盐水漱口后$

咯出气管深部痰液置于无菌管中% 婴幼儿晨起喂奶

前用无菌I型集痰管由鼻腔深入咽喉部刺激咳嗽$

然后吸取痰液% 气管插管患儿$直接用无菌 I型集

痰管深入气管插管深部吸取痰液%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在无菌条件下进行纤维支

气管镜下采样%

!7$7$&细菌培养&&上述标本采集后立即送至细

菌室进行培养% 培养基由贝瑞特公司提供%

!7$7=&菌种鉴定&&采用 MIb系统(b),TA.4).PY$

法国)进行菌种鉴定% 抗菌药物纸片为9J9Zc公司

产品%

!7$7>&药物敏感性试验&&应用8''aD 推荐的纸

片扩散法(e)4\RTb3P.4)进行%

$7FE统计学处理

将原始数据输入微机建立数据库$结果采用
%

$

检验$在 D1DD !"7" 软件下进行统计学分析%

!E结果

!7$E急性呼吸道感染细菌培养的阳性率及分离菌

株的构成比

急性呼吸道感染细菌培养的阳性率见表 !%

>"> 株分离菌株中$革兰阴性杆菌占 ?@7"K(=!@

株)$革兰阳性球菌占 $!7"K(%# 株)% 嗜血杆菌属

占分离菌株的 =>7?K$链球菌属占 !#7<K% 分离菌

株的构成状况见表 $%

!7!E流感嗜血杆菌及副流感嗜血杆菌的耐药状况

!>" 株流感及副流感嗜血杆菌分离株中$

(

T内

酰胺酶检出率为 ="7"K(>!G!>")$其中氨苄青霉素

耐药占 @?7<K(>"G>!)$嗜血杆菌属对氨苄青霉素*

羟氨苄G克拉维酸*头孢克洛*四环素*复方新诺明等

耐药率两组差异有显著性$MaCZ组耐药率高于

MXCZ组$耐药情况及急性上下呼吸道感染流感及

副流感嗜血杆菌耐药率比较见表 =%

&表 $E(@N呼吸道分泌物细菌培养阳性率比较 例(K)

呼吸道分泌物 阴性 阳性

咽拭子 $=$ !=$ (=<7=)

痰液 $@$ $>? (>#7%)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 $# (@$7<)

合计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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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分离菌株的构成比

分离菌株
总体

菌株数 构成比(K)

MXCZ

菌株数 构成比(K)

MaCZ

菌株数 构成比(K)

流感嗜血杆菌 @! $$7# #% >=7@ == !$7!

大肠埃希菌 #$ !$7@ < >7# >< !<7@

副流感嗜血杆菌 >@ !$7! $@ $$7" $" ?7>

肺炎克雷伯杆菌 >? !!7< !! %7= =< !=7$

肺炎链球菌 =" ?7> !$ @7! !% <7<

鲍氏不动杆菌 =" ?7> ! "7% $@ !"7?

铜绿假单胞菌 !% >7# $ !7# !< #7@

金黄色葡萄球菌 !# =7? = $7= !$ >7>

其他链球菌属 !> =7# = $7= !! >7"

其他肠杆菌科菌属 != =7$ $ !7# !! >7"

其他非发酵菌属 !! $7? ! "7% !" =7?

化脓性链球菌 ? !7? > =7" = !7!

缓症链球菌 ? !7? " "7" ? $7<

口腔链球菌 # !7$ " "7" # !7%

嗜麦芽假单胞菌 > !7" " "7" > !7#

表皮葡萄球菌 > !7" " "7" > !7#

阴沟肠杆菌 > !7" " "7" > !7#

其他葡萄球菌属 = "7? " "7" = !7!

合计 >"> !"" !=$ !"" $?$ !""

表 FE流感及副流感嗜血杆菌耐药状况

抗菌药物
MXCZ(菌株数V%?)

D C 耐药率(K)

MaCZ(菌株数V#=)

D C 耐药率(K)

氨苄青霉素 ?? !" !!7# $$ =!

#%7#

3

羟氨苄G克拉维酸 %! < <7@ >$ !!

$"7%

\

头孢噻吩 %" ? %7" >< ? !=7$

头孢呋辛 %! < <7@ ># % !#7!

头孢克洛 %$ # #7? >$ !!

$"7%

\

头孢噻肟 %= > >7< >@ > ?7#

四环素 %? " "7" >< ?

!=7$

\

复方新诺明 ?> != !>7@ $" ==

<$7=

3

利福平 %! < <7@ #" = #7?

氯霉素 %? " "7" #" = #7?

氧氟沙星 %# $ $7= #" = #7?

&&3&与MXCZ组比较$均!L"7"!# \&!L"7"#

FE讨论

急性呼吸道感染时$病原菌首先在口咽及鼻咽

部定植生长$引起上呼吸道感染$然后才有机会侵入

下呼吸道引起感染$其他感染途径如通过血液到达

下呼吸道引起感染也有发生$但不是主要途径!="

%

通过咽拭子*痰液培养分离菌株$虽然不能完全准确

地确定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原菌$但是是一种简单

易行的方法$监测急性呼吸道感染细菌的分布及耐

药状况$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国外文献报道!#"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主要

细菌病原是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卡它莫拉

菌!>"

$我国也有类似报道% 儿童携带和感染的肺炎

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耐药率一般高于成人$鼻咽部

携带菌有可能成为日后的感染原!<$?"

% 杨永弘等!%"

报道 $""" E$""! 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地儿童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鼻咽部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

杆菌分离率分别为 $=7@K*$>7#K% 本组资料显

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咽拭子培养分离菌株中流感

嗜血杆菌*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分别占

>=7@K$$$7"K$@7!K$与上述四地不同$我市儿童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咽部主要的分离菌株是流感及副

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所占比例较低% 提示由

于地区*时间不同$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亦

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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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资料显示$MaCZ组分离的菌株中肠杆菌科

菌属*非发酵菌属所占比例明显高于 MXCZ组$其原

因之一可能是由于MaCZ组患儿入院前已口服过抗

菌药物并且静脉用抗菌药物 = 2 以上$咽部正常定

植菌如甲型链球菌被常用抗菌药物抑制或杀灭$使

耐药性较强的革兰阴性杆菌定植生长$在机体免疫

力低下时可侵入下呼吸道引起感染% 国外文献也有

报道!@"

$广谱抗菌药更容易杀灭咽喉部的正常菌

群$其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导致致病菌重新定植引

起感染% MaCZ分离菌株的构成提示下呼吸道感染

病原菌的分布在不断变化$革兰阴性杆菌的比例在

增加% 抗菌药物对呼吸道感染的菌株分布具有较大

的影响$不但可以杀灭致病菌$同时也可以杀灭呼吸

道的正常菌群$如果经常使用抗菌药物$可使耐药性

较强的致病菌*条件致病菌定植生长$致病的机率增

加$导致感染更加难以控制% 因此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对于治疗及预防急性呼吸道感染均具有重要的

意义%

监测期间主要分离菌株是流感及副流感嗜血杆

菌$

(

T内酰胺酶检出率为 ="7"K$其对经常静脉使

用的氨苄青霉素的耐药率为 $@7=K$对经常口服的

羟氨苄G克拉维酸*头孢克洛等耐药率也在 !"K以

上% .̂)6/3**2等!!""报道 $""$ E$""= 年美国流感嗜

血杆菌产酶率为 $<7$K(!@@> E!@@#$=<7>K)$氨苄

青霉素耐药率为 $<7=K(!@@> E!@@# 年$=<7<K)$

与自 !@@> 年以来的 > 次监测相比均有下降$认为流

嗜血杆菌产酶率的下降可能与减少使用阿莫西林*

头孢克洛*头孢西丁等有关% 俞桑洁等!!!"对北京儿

童医院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患儿鼻咽部流感嗜血

杆菌的耐药率监测显示$$""> 年流感嗜血杆菌对氨

苄青霉素耐药率和产
(

T内酰胺酶率均为 !>7=K%

本组资料显示
(

T内酰胺酶检出率较高$其原因一方

面我院门诊经常使用氨苄青霉素及其他广谱青霉

素$另一方面本组病例标本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的痰

液% 急性上*下呼吸道感染嗜血杆菌属耐药率比较

显示$对常用的氨苄青霉素*羟氨苄G克拉维酸*头孢

克洛的耐药率差异存在显著性$即 MaCZ组耐药率

高于MXCZ组$提示经常使用某种抗菌药物可诱导

细菌耐药的发生% 因此循环使用抗菌药物可减少细

菌耐药的发生!!$"

% 另外MXCZ组与MaCZ组耐药率

比较显示$对复方新诺明*四环素耐药差异存在非常

显著性$即MaCZ组耐药率明显高于 MXCZ组$所以

流感及副流感嗜血杆菌对复方新诺明*四环素的耐

药性与其对青霉素类*头孢类的耐药性是否相关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最常见的疾病$高居门

诊就诊数*住院数和病死数的首位$同时也是小儿感

染性疾病的+百病之源,$是使用抗菌药物频率最

高*数量最多的疾病!$"

%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急性呼

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性的监测$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节约医疗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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