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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是医院感染常见病原菌%除引起

典型的原发性肺炎外%还可以引起各种肺外感染%如

婴幼儿肠炎&脑膜炎&成人医源性泌尿道感染以及外

伤感染和菌血症'由于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

由质粒介导的产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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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肺炎克雷伯菌常为黏液型菌落%易在生物体表面形

成生物被膜#

'%)J%&#

%

2M

$%更易导致抗感染治疗失

败%引起医院内的暴发流行'本研究探讨常用消毒

剂对产
!<2/7

和
?#

8

:

酶双阳性肺炎克雷伯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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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转移至胰蛋白胨大豆肉汤培养基中%培养
'@

%

备用'

%,!,)

!

悬液定量杀菌试验
!

分别取上述双阳性和

双阴性菌株各
%,"#/

菌悬液%加入
&,"#/

不同的

消毒剂中%空白对照为
","+#)&

.

/D2<

%混匀作用

至预定的时间#分别作用
%

&

+

&

'

和
%"#%.

$'取出

%,"#/

加入
&,"#/

含相应中和剂的试管内%中和

%"#%.

%敲打均匀后取
%#/

接种于直径
%'-#

平

板%倾注营养琼脂%于
+*X

培养
)#+

后计算菌落数%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计算杀灭率'为便于菌落计数%

在倾注营养琼脂前%分别再作原倍&

%"

倍&

%""

倍稀

释'每组重复
+

次%取平均值'

%,!,'

!

生物被膜杀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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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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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悬液定量杀菌试验中%肺炎克雷伯菌双阳性

菌株与双阴性菌株对比分析%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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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杀灭

率均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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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在生物被膜片杀菌效果与

浮游菌的悬液定量杀菌效果对比中%肺炎克雷伯菌

双阳性菌株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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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试验中的杀菌率比悬液定量试验中的杀菌率低

%","H

"

%',"H

)作用
' #%.

时%低
','H

"

%&,"H

)作用
%"#%.

时%低
",%H

"

','H

)当作用

到
+"#%.

后%均达到了
&&H

以上'

!,!

!

)

种消毒剂对肺炎克雷伯菌双阳性菌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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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杀灭方式中的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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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用时间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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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是肺炎克雷伯菌常见的
*

"

内酰胺酶%并且这
!

种酶均可由质粒介导%通过接

合&转化和转导等方式在细菌种属之间进行传递%导

致耐药现象扩散%引起严重的医院感染'阻断这种

产
!<2/7

和
?#

8

:

酶肺炎克雷伯菌在医院内扩

散%除根据药敏结果积极治疗感染#传染源$外%切断

传播途径尤为重要'在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中%必

须采用正确的消毒剂来处理可能被其污染的医护人

员手&桌面和医疗器具等媒介'因此%选用正确的消

毒剂和作用时间十分重要'根据文献报道!

#

"

%

!<"

2/7

和
?#

8

:

酶阳性菌株中的质粒往往携带有耐

消毒剂基因
R

(1>

&

S=%@44

%导致细菌在一定的时间

内#

%"#%.

$对消毒剂的抗性明显增强'本研究结果

证明%在悬液定量杀菌试验中%产
!<2/7

和
?#

8

:

酶肺炎克雷伯菌与不产
!<2/7

和
?#

8

:

酶肺炎克

雷伯菌相比%对消毒剂的耐受性明显增强%与有关文

献报道!

&

"相似'

黏液型的肺炎克雷伯菌由于产生荚膜%可依靠

荚膜多糖和细菌分泌的黏附分子在物体表面形成生

物被膜结构%导致患者迁延不愈'生物被膜中细菌

抵抗力增强%一方面是由于生物膜本身具有物理屏

障作用%黏附液体基质包围在生物被膜表面阻止杀

菌物质进入)另一方面是生物被膜内部细菌代谢缓

慢%对抗菌物质敏感性降低%而且代谢产物的积聚对

许多药物有拮抗作用'此外%细菌可通过信号转导

系统彼此协同%调整菌体数量%共同应对外界环境的

异常变化'本研究显示%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片对消

毒剂的抵抗力与浮游菌悬液定量杀菌试验对比%其耐

受时间明显增加%其结果与相关报道!

%"$%!

"一致'

)

种消毒剂对产
!<2/7

和
?#

8

:

酶肺炎克雷

伯菌在短时间的作用效果对比中%以戊二醛效果最

好'但延长作用时间%这
)

种消毒剂对产
!<2/7

和

?#

8

:

酶肺炎克雷伯菌作用效果相同%都完全可以

将其杀灭'所以%目前常用的消毒剂完全可以控制

产
!<2/7

和
?#

8

:

酶肺炎克雷伯菌的传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根据肺炎克雷伯菌对各种

消毒剂的抗性%选择适宜的消毒剂品种%并通过适当

延长消毒作用时间%以获得高效的消毒效果%延缓细

菌对消毒剂抗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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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院费用中位数为
!'&%%,*"

元%对照组为

%&#&&,*'

元%病例组每例多支出费用
("%%,&'

元%

低于崔少罡等!

+

"报道的
#!"&,!

元)病例组与对照

组的费用之比为
%,+"

%低于石娜等!

)

"报道的
%,(!

'

病例组住院日中位数为
+!,'"@

%对照组为
%&,'"@

%

平均每例病例组患者延长住院日
%+@

'每例深部切

口及器官腔隙感染者比表浅切口感染者增加费用支

出
%%"'&,#"

元'由于
<<G

的患者多数需要增加换

药&送检标本次数及采取相应消毒隔离措施等%因此

感染程度越重%所产生的额外医疗费用越多'从费

用项目可以看出%此部分损失主要是西药费用的增

加#占
'!,(+H

$所致'抗菌药物的不恰当使用%特

别是选择的品种&给药时机&剂量和疗程等不合乎规

范时%不仅增加医疗支出%更有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加

的危险!

'

"

'因此%对术后感染的患者要加强抗菌药

物管理%提高病原学送检率%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社会各界对医院感染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已

经有部分医院感染患者拒绝支付由于医院感染而增

加的医疗费用%但目前用于感染控制的经费仅占医

院感染经济学损失总费用的
%H

"

(H

!

(

"

'因此%医

院管理者应转变观念%逐步营造医院感染*零宽容+

的理念和环境%提倡采用预防
<<G

的一揽子预防方

法!

*

"

%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及医院感染所致的额外

费用支出%使医院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医院感染

预防控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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