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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的黏质沙雷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预防和控制感染

提供依据。方法　对某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临床分离的４２７株黏质沙雷菌进行分析，采用纸

片扩散法检测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结果　４２７株黏质沙雷菌标本来源以呼吸道为主（７０．２６％），主要为痰

（６４．８７％）；科室分布主要为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１９．４４％），其次为中西医结合科（１５．４６％）和康复科（１３．５８％）。

黏质沙雷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厄他培南、头孢吡肟、头孢他啶、阿米卡星、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和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的耐药率均＜１０％；对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头孢曲松、复方磺胺甲口恶唑和氨曲南的耐药率为

１０％～３０％。４年间耐药率变化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的有头孢哌酮／舒巴坦、环丙沙星、头孢曲松、阿米卡星、

氨曲南和复方磺胺甲口恶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黏质沙雷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环丙沙星、头孢曲松、氨曲南和复方磺

胺甲口恶唑耐药率明显增加，之后耐药率趋于平稳；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则耐药性降低。结论　黏质沙雷菌对大部分

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较好，但耐药性有增加的趋势；其中厄他培南、头孢他啶、左氧氟沙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敏感率高，可作为临床治疗相关感染的经验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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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１５（１０）：７５２－７５６］

　　沙雷菌属（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狊狆狆．）是肠杆菌科中能引起

医院感染的一个重要的菌属，可分为黏质沙雷菌

（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犛犿）、液化沙雷菌复合群（犛犲狉

狉犪狋犻犪犾犻狇狌犲犳犪犮犻犲狀狊犮狅犿狆犾犲狓）、深红沙雷菌（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狉狌

犫犻犱犪犲犪）、气味沙雷菌（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狅犱犲狉犻犳犲狉犪）、普城沙雷

菌（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狆犾狔犿狌狋犺犻犮犪）、无花果沙雷菌（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犳犻

犮犪狉犻犪）和泉居沙雷菌（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犳狅狀狋犻犮狅犾犪）。沙雷菌属

曾一度被认为是无害的环境污染菌，直至１９５１年首

次报道黏质沙雷菌引起医院感染［１］，现已成为引起肠

道外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与许多医院感染的暴发流行

有关，可致肺炎、内源性眼炎、菌血症、输液感染和外

科手术部位感染、软组织感染及泌尿系感染等［２６］，尤

其是新生儿。近年来发现黏质沙雷菌对常用抗菌药

物耐药亦日益严重，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困难。为

了解本院主要沙雷菌属细菌医院感染的现状及耐药

特点，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对本院临床分离的黏质

沙雷菌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来源　收集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３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临床标本中分离、鉴

定的所有黏质沙雷菌，同一患者多次分离的同种菌

株只取初次分离的菌株。质控菌株为铜绿假单胞菌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大肠埃希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均来自卫

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１．２　仪器与试剂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Ｖｉｔｅｋ２全

自动微生物鉴定分析系统及配套试剂革兰阴性杆菌

鉴定卡（ＧＮＩ），美国ＢＤ公司ＢＡＣＴＥＣ９１２０自动血培

养仪及配套血培养瓶。培养基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

试剂有限公司，药敏纸片购自英国Ｏｘｏｉｄ公司。

１．３　细菌培养鉴定　细菌培养方法按照《全国临床

检验操作规程》第４版要求进行。采用自动化仪器

进行鉴定，以ＡＰＩ系统补充鉴定分析。药敏试验采

用纸片扩散（ＫＢ）法，试验结果的解释参照美国临

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ＣＬＳＩ）当年的标准，其中头孢

哌酮／舒巴坦药敏折点参考头孢哌酮的标准。

１．４　数据分析　应用世界卫生组织细菌耐药性监

测网提供的 ＷＨＯＮＥＴ５．４及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

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耐药率采用χ
２ 检验及Ｆｉｓｈ

ｅｒ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标本来源与科室分布　共分离黏质沙雷菌

４２７株，均来源于住院患者。患者平均年龄（４７．４０

±２１．６１）岁，中位数年龄４９．００岁，其中男性患者

２９８例（６９．７９％），平均年龄（４７．６４±２１．０７）岁，中

位数年龄４９．５０岁；女性患者１２９例（３０．２１％），平

均年龄（４６．９０±２１．８０）岁，中位数年龄４９．００岁。

标本来源：以呼吸道为主（７０．２６％），主要为痰

（６４．８７％），其次 为创 面 分 泌 物 （９．３７％）和 血

（６．３２％）。科室分布：主要为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

１９．４４％），其次为中西医结合科（１５．４６％）和康复科

（１３．５８％）。见表１～２。

表１　４２７株黏质沙雷菌标本构成

犜犪犫犾犲１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４２７犛．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ｉｓｏ

ｌａｔｅｓ

标本 株数 构成比（％）

痰 ２７７ ６４．８７

支气管灌洗液 ２３ ５．３８

创面分泌物 ４０ ９．３７

血 ２７ ６．３２

尿 １４ ３．２８

切口分泌物 １４ ３．２８

前列腺液 ６ １．４１

导管尖端 ６ １．４１

其他 ２０ ４．６８

合计 ４２７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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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２７株黏质沙雷菌科室来源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４２７犛．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ｉｓｏ

ｌａｔｅｓ

科室 株数 构成比（％）

ＩＣＵ ８３ １９．４４

中西医结合科 ６６ １５．４６

康复科 ５８ １３．５８

神经外科 ２６ ６．０９

儿科 ２３ ５．３９

呼吸内科 １５ ３．５１

骨科 １５ ３．５１

皮肤科 １３ ３．０４

内分泌科 １１ ２．５７

烧伤外科 １１ ２．５７

口腔科 ７ １．６４

血管外科 ７ １．６４

新生儿科 ６ １．４１

泌尿外科 ６ １．４１

其他科 ８０ １８．７４

合计 ４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２　药敏试验结果　黏质沙雷菌对头孢哌酮／舒巴

坦、厄他培南、头孢吡肟、头孢他啶、阿米卡星、亚胺

培南、左氧氟沙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均

＜１０％；对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头孢曲

松、复方磺胺甲口恶唑和氨曲南的耐药率为１０％～

３０％。４年间耐药率变化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的是头孢哌酮／舒巴坦、环丙沙星、头孢曲松、阿米卡

星、氨曲南和复方磺胺甲口恶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黏质

沙雷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环丙沙星、头孢曲松、氨

曲南和复方磺胺甲口恶唑耐药率明显增加，之后耐药

率趋于平稳。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则耐药性降低。

见表３。

表３　４２７株黏质沙雷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体外抗菌活性（％）

犜犪犫犾犲３　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４２７犛．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抗菌药物
２０１２年（狀＝１０２）

敏感率 中介率 耐药率

２０１３年（狀＝９８）

敏感率 中介率 耐药率

２０１４年（狀＝１２３）

敏感率 中介率 耐药率

２０１５年（狀＝１０４）

敏感率 中介率 耐药率

合计（狀＝４２７）

敏感率 中介率 耐药率

４年耐药率比较

χ
２ 犘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９２．１６ ５．８８ １．９６ ９５．９２ ３．０６ １．０２ ８７．８０ １０．５７ １．６３ ９８．０８ ０．９６ ０．９６ ９３．２１ ５．３９ １．４０ " ０．９５

头孢他啶 ９５．１０ ０．００ ４．９０ ８９．８０ ２．０４ ８．１６ ８６．１８ ４．８８ ８．９４ ９３．２７ ０．９６ ５．７７ ９０．８７ ２．１１ ７．０２ １．８４ ０．６１

头孢曲松 ８５．２９ ０．９８ １３．７３ ６２．２５ １．０２ ３６．７３ ６９．１１ ０．００ ３０．８９ ７０．１９ ０．９６ ２８．８５ ７１．６６ ０．７０ ２７．６４ １４．６６＜０．０１

头孢吡肟 ８９．２２ ２．９４ ７．８４ ７４．４９ １８．３７ ７．１４ ７８．８６ ８．１３ １３．０１ ７５．９６ １５．３９ ８．６５ ７９．６２ １１．０１ ９．３７ ２．８３ ０．４２

头孢哌酮／舒巴坦 ８８．２４ ９．８０ １．９６ ７３．４７ １０．２０ １６．３３ ７９．６７ １５．４５ ４．８８ ９３．２７ ５．７７ ０．９６ ８３．６１ １０．５４ ５．８５ ２７．０３＜０．０１

氨曲南 ８８．２４ ０．００ １１．７６ ６４．２９ ０．００ ３５．７１ ６９．１１ ０．００ ３０．８９ ７１．１５ ３．８５ ２５．００ ７３．０７ ０．９４ ２５．９９ １７．１４＜０．０１

亚胺培南 ７９．４１ １８．６３ １．９６ ６１．２２ ３２．６６ ６．１２ ７５．６１ ２１．９５ ２．４４ ８７．５０ ５．７７ ６．７３ ７６．１１ １９．６７ ４．２２ " ０．１９

厄他培南 ９８．０４ ０．９８ ０．９８ ９５．９２ １．０２ ３．０６ ９６．７４ １．６３ １．６３ ９２．３１ １．９２ ５．７７ ９５．７８ １．４１ ２．８１ " ０．２０

阿米卡星 ８６．２７ １３．７３ ０．００ ８６．７３ ０．００ １３．２７ ８９．４３ １０．５７ ０．００ ８９．４２ ０．００ １０．５８ ８８．０６ ６．３２ ５．６２ ２９．０１＜０．０１

庆大霉素 ９２．１６ １．９６ ５．８８ ８２．６５ ０．００ １７．３５ ８２．９３ ０．８１ １６．２６ ８６．５４ １．９２ １１．５４ ８５．９５ １．１７ １２．８８ ７．６１ ０．０６

妥布霉素 ６０．７８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１ ７６．５３ ６．１２ １７．３５ ６９．１１ ８．１３ ２２．７６ ８３．６５ ６．７３ ９．６２ ７２．３７ １０．０７ １７．５６ ７．１３ ０．０７

左氧氟沙星 ９４．１２ ４．９０ ０．９８ ９０．８２ ８．１６ １．０２ ９１．０５ ７．３２ １．６３ ８９．４２ ８８．６５ １．９２ ９１．３３ ７．２６ １．４１ " １．００

环丙沙星 ９３．１４ １．９６ ４．９０ ７９．５９ １．０２ １９．３９ ８６．９９ １．６３ １１．３８ ８２．７０ ２．８８ １４．４２ ８５．７２ １．８７ １２．４１ １０．１９ ０．０２

复方磺胺甲口恶唑 ９６．０８ ０．００ ３．９２ ８４．６９ ０．００ １５．３１ ８６．１８ ０．００ １３．８２ ８４．６２ ０．００ １５．３８ ８７．８２ ０．００ １２．１８ ８．７１ ０．０３

　　：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

３　讨论

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黏质沙雷菌

对多种抗菌药物表现出逐渐增高的耐药趋势，已报

道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
［７］、金属β内酰胺酶

［８１１］的

多重耐药黏质沙雷菌，甚至出现携带犫犾犪ＮＤＭ１的全耐

药黏质沙雷菌［１２］。Ｍａ等
［１３］在国内首次报道同时

携带１６Ｓ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狉犿狋犅、喹诺酮类耐药

基因，以及多种β内酰胺酶基因的多重耐药黏质沙

雷菌，该菌对部分β内酰胺类和所有氨基糖苷类、氟

喹诺酮类药物均耐药。研究［１４］表明，对碳青霉烯类

耐药的黏质沙雷菌往往对多粘菌素固有耐药。Ｌｉｎ

等［１５］研究发现，黏质沙雷菌ＰｈｏＰ蛋白通过调节参

与脂多糖修饰的ａｒｎ操纵子，降低细菌脂多糖与多

粘菌素的结合能力，从而使细菌对多粘菌素的敏感

性降低。Ｊｉｎ等
［１６］在阿米卡星耐药黏质沙雷菌的转

移性质粒中发现介导阿米卡星耐药的新型乙酰转移

酶基因犪犪犮（６＇）犐犪狀和新型ＥＳＢＬ基因犫犾犪ＴＬＡ３。此

外，同时携带１６犛狉犚犖犃 甲基化酶基因犪狉犿犃 和

ＥＳＢＬ基因犫犾犪（ＣＴＸＭ１５）
［１７］或同时产金属酶 ＫＰＣ２、

ＩＭＰ１０
［９］等多重耐药黏质沙雷菌感染引起暴发流

行。２０１４年ＣＨＩＮＥＴ中国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
［１８］显

示，国内主要地区１７所教学医院收集的７８９５５株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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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菌中，沙雷菌属占１．２８％（１０１０株），居肠杆菌科

细菌第５位。张小兵等
［１９］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分离的

５５３８株肠杆菌科细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黏质沙雷菌

占０．５４％（３０株），居病原菌的第１０位；而安淑娟

等［２０］对ＩＣＵ１０２７株肠杆菌科细菌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黏质沙雷菌占７．４０％（７６株），居病原菌的第

４位，提示近年来黏质沙雷菌分离率有所上升，已经

成为临床上医院感染重要病原菌，定期监测黏质沙

雷菌的临床分布和耐药性变化对预防和控制医院感

染极为重要。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黏质沙雷菌

分离株数分别为１０２、９８、１２３、１０４株，年分离株数高

于２０１４ 年 ＣＨＩＮＥＴ 的 教 学 医 院 年 平 均 水 平

（５９株）以及江艳等
［２１］报道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总分离

株数１０７株。标本来源以呼吸道为主（７０．２６％），其

次为创面（９．３７％），可能与本组患者大部分接受机

械通气导致呼吸机相关肺炎相关；此外，黏质沙雷菌

具有良好的气溶胶特性［２２］，易存在于空气等环境

中，黏附在医疗设施、器械上被忽视，或通过无菌观

念不强、消毒隔离技术执行不严格的医务人员手导

致医 院 内 传 播［２３２４］。感 染 患 者 主 要 来 自 ＩＣＵ

（１９．４４％）、中西医结合科 （１５．４６％）和康复科

（１３．５８％），可能与该病区患者的特殊性有关。ＩＣＵ

多为病情较重的患者，如手术后或遭受重大创伤的

重症患者，中西医结合科多为颅脑外伤、脑出血等神

经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的患者，康复科主要为神经

功能损伤、术后、老年病或慢性虚弱患者，这些患者

往往病情重、住院时间长、免疫力较低，易发生医院

感染。

本研究结果显示，黏质沙雷菌对头孢哌酮／舒巴

坦、厄他培南、头孢吡肟、头孢他啶、阿米卡星、亚胺

培南、左氧氟沙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均

＜１０％，其中头孢哌酮／舒巴坦、厄他培南、头孢他

啶、阿米卡星、亚胺培南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与

２０１４年ＣＨＩＮＥＴ结果
［１８］一致。在急需治疗患者而

药敏结果未明确前，可将上述耐药率低的抗菌药物

作为临床经验用药的备选药物。另外，本研究结果

中阿米卡星、亚胺培南和复方磺胺甲唑的敏感率

分别为８８．０６％、７６．１１％、８７．８２％，略低于２０１４年

ＣＨＩＮＥＴ的９６．０％、８３．９％、９１．６％。４年间耐药

率变化有统计学意义的是头孢哌酮／舒巴坦、环丙沙

星、头孢曲松、阿米卡星、氨曲南和复方磺胺甲口恶唑，

其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黏质沙雷菌对头孢哌酮／舒巴

坦、环丙沙星、头孢曲松、氨曲南和复方磺胺甲口恶唑

耐药率明显增加，而后趋于平稳（头孢哌酮／舒巴坦

则耐药性降低），其耐药性呈阶梯式上升而非逐年上

升，可能与此期间医院加强抗菌药物监管，促进合理

用药等政策的实施有关。拟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检测

β内酰胺酶菌株，并调查相关耐药基因的分布情况，

以明确细菌耐药机制。

定期监测黏质沙雷菌的临床分布和耐药性变

化，对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延缓耐药菌株的产生，

以及预防医院感染的暴发流行具有一定的意义。加

强医院感染管理对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极为重要。

应当加强医务人员手卫生的管理；加强无菌物品及

各类管道、医疗设施、器械的消毒管理；严格执行无

菌操作原则和消毒隔离措施，减少医源性感染；加强

环境卫生学监测，保持病房空气新鲜、流通，防止患

者之间的交叉感染；另外，应尽量减少侵入性诊疗措

施，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预防、控制耐药菌引起的医

院感染暴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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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８８（４）：４６１－４６６．

［２］　ＳｈａｈＳＢ，ＢａｎｓａｌＡＳ，ＲａｂｉｎｏｗｉｔｚＭＰ，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犛犲狉

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ｅｎｄ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ｔｉｓ［Ｊ］．ＲｅｔｉｎＣａｓｅｓＢｒｉｅｆＲｅｐ，

２０１４，８（１）：７－９．

［３］　ＳｉｎｄａｌＭＤ，ＮａｋｈｗａＣＰ．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犛犲狉狉犪狋犻犪ｅｎｄ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ｔ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ａｖａ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ａｐｒｅｔｅｒｍｎｅｏｎａｔｅ［Ｊ］．

ＯｍａｎＪ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５，８（２）：１１４－１１６．

［４］　ＴａｎＮ，ＧａｌｖａｎｔｅＰＲ，ＣｈｅｅＳＰ．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

犮犲狀狊 ｅｎｄ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ｔｉｓ：ａｎ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Ｅｙｅ

（Ｌｏｎｄ），２０１４，２８（１）：１０８－１０９．

［５］　Ｖａｌｅ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Ｅ，ＭｏｕｃｈｏＭ，ＢｒａｎｄｏＯ，ｅｔａｌ．Ｌａｔｅｍｉｓ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ａｒａｒｅｂｕｔｄｉｒｅ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ＢＭＪＣａｓｅＲｅｐ，２０１５，ｐｉｉ：ｂｃｒ２０１５２１０５８６．

［６］　ＨａｇｉｙａＨ，ＯｊｉｍａＭ，ＹｏｓｈｉｄａＴ，ｅｔａｌ．Ｎｅｃｒｏｔｉｚｉｎｇ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５）：３３５－３３８．

［７］　ＩｇｕｃｈｉＡ，ＮａｇａｙａＹ，ＰｒａｄｅｌＥ，ｅｔ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Ｊ］．ＧｅｎｏｍｅＢｉｏｌＥｖｏｌ，２０１４，６

（８）：２０９６－２１１０．

［８］　ＮｅｏｎａｋｉｓＩ，ＭｅｓｓａｒｉｔａｋｉｓＨ，ＳｔａｆｙｌａｋｉＤ，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ｍｅｔａｌｌｏβ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ｄｉａｎＪ Ｍ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１４，３２（３）：３５２－３５３．

［９］　ＳｉｌｖａＫＥ，ＣａｙＲ，ＣａｒｖａｌｈａｅｓＣＧ，ｅｔａｌ．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ＫＰＣ２ａｎｄＩＭＰ１０ｉｎ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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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犲狀狊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ａｎ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ａ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Ｊ］．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５，５３（７）：２３２４－２３２８．

［１０］ＶｉｌａｃｏｂａＥ，ＱｕｉｒｏｇａＣ，ＰｉｓｔｏｒｉｏＭ，ｅｔａｌ．ＡｂｌａＶＩＭ２ｐｌａｓ

ｍｉｄ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ｉ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犘狊犲狌犱

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ａｎｄ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Ｊ］．Ａｎｔｉ

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４，５８（１１）：７０１７－７０１８．

［１１］ＲｉｅｂｅｒＨ，ＦｒｏｎｔｚｅｋＡ，ＰｆｅｉｆｅｒＹ．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βｌａｃ

ｔａｍａｓｅＧＩＭ１ｉｎ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ｅｏｆ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Ｊ］．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２，５６（９）：４９４５－４９４７．

［１２］ＧｒｕｂｅｒＴＭ，ＧｔｔｉｇＳ，ＭａｒｋＬ，ｅ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ａｎ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ｎｇｂｌａＮＤＭ１［Ｊ］．

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５，７０（４）：１０２６－１０３０．

［１３］ＭａＸＪ，ＹａｎｇＨＦ，ＬｉｕＹ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１６Ｓ

ｒＲＮＡ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ＲｍｔＢｉｎａ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犛犲狉狉犪

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ｉｓｏｌａ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ｎｎＬａｂＭｅｄ，２０１５，３５

（１）：１７２－１７４．

［１４］ＳａｍｏｎｉｓＧ，ＫｏｒｂｉｌａＩＰ，ＭａｒａｋｉＳ，ｅｔ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ｃｏｌｉｓｔｉｎ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ｌｉｓｔｉｎｕｓｅｉｎ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ＥｕｒＪＣｌｉｎ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４，３３（９）：１５０５－１５１０．

［１５］ＬｉｎＱＹ，ＴｓａｉＹＬ，ＬｉｕＭＣ，ｅｔａｌ．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ａｒｎ，ａ

Ｐｈｏ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ｃｕ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ｐｏｌｙｍｙｘｉｎＢ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４，５８（９）：５１８１－５１９０．

［１６］ＪｉｎＷ，ＷａｃｈｉｎｏＪ，ＫｉｍｕｒａＫ，ｅｔａｌ．Ｎｅｗｐｌａｓｍｉｄ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６＇Ｎａｃｅｔ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ＡＣ（６＇）Ｉａｎ，ａｎｄＥＳ

ＢＬ，ＴＬＡ３，ｆｒｏｍａ犛犲狉狉犪狋犻犪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ｅ［Ｊ］．Ｊ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５，７０（５）：３３１－１３３７．

［１７］ＢａｔａｈＲ，ＬｏｕｃｉｆＬ，ＯｌａｉｔａｎＡＯ，ｅｔａｌ．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犛犲狉狉犪狋犻犪

犿犪狉犮犲狊犮犲狀狊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ｍＡａｎｄＣＴＸＭ１５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ｂｅｔａ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ｓ，Ａｌｇｅｒｉａ［Ｊ］．Ｍｉｃｒｏｂ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２０１５，２１

（４）：４７０－４７６．

［１８］胡付品，朱德妹，汪复，等．２０１４年ＣＨＩＮＥＴ中国细菌耐药性

监测［Ｊ］．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１５，１５（５）：４０１－４１０．

［１９］张小兵，张丽，张丽华，等．５５３８株肠杆菌科细菌感染分布及其

耐药性［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３，１２（５）：３７７－３８０．

［２０］安淑娟，姚立琼，金凤玲，等．重症监护科肠杆菌科细菌分离现

况与耐药性变迁［Ｊ］．中国抗生素杂志，２０１４，３９（８）：６３５－６４０．

［２１］江艳，李珂，何萍．黏质沙雷菌医院感染现状及耐药性分析［Ｊ］．

热带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４（１２）：１６１０－１６１２．

［２２］杜茜，刘克洋，张苛，等．黏质沙雷菌人工气溶胶的特性研究

［Ｊ］．中国消毒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２（１０）：９６２－９６５．

［２３］潘军，许青霞，肖伟强，等．一起导管相关黏质沙雷菌血流感染

暴发［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４，１３（１０）：５９２－５９５．

［２４］黄伟丽，时萍，张海宁，等．术前备皮致黏质沙雷菌感染的调查

与干预［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４，１３（３）：１７２－１７２，１７８．

（本文编辑：左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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