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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聚集事件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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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某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发生的一起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ＣＲＫＰ）聚集事件进行

调查，为医院内多重耐药菌的防控提供参考。方法　２０２３年１—７月，某中医院ＩＣＵ出现多例ＣＲＫＰ感染患者，检

出水平超过历年同期水平。收集患者临床信息，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环境卫生学监测，对所分离的ＣＲＫＰ进行脉

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鉴定，查找可能传播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结果　研究期间共确认１３例患者发

生ＣＲＫＰ感染，主要为呼吸道感染、血流感染以及腹腔感染。环境监测显示，１３１份环境物体表面和工作人员手标

本仅有２份标本检出ＣＲＫＰ，经ＰＦＧＥ鉴定显示２株分离自洗手池水槽标本的ＣＲＫＰ与２例近期住院患者检出的

菌株高度同源。另有部分患者分离菌株同源性较高，存在交叉传播的可能。结论　ＣＲＫＰ容易在ＩＣＵ患者之间交

叉传播并污染环境，应早期对其进行预警和调查，以防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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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耐

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ＣＲＫＰ）在临床的检出率呈

快速上升趋势［１２］，我国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和

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已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０％和２．９％上

升到２０２３年的２４．８％和２６．０％
［３］，给患者的临床

诊治和医院感染防控带来巨大的挑战。重症监护病

房（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ＩＣＵ）由于收治患者多为危

重患者，患者自主活动能力受限以及各类侵袭性操

作较多，是各类多重耐药菌主要流行的场所。近年

来，国内外已有诸多ＩＣＵ发生ＣＲＫＰ医院感染或暴

发的案例［４６］。ＣＲＫＰ在ＩＣＵ的传播方式包括直接

接触和间接接触，环境和物品作为传播媒介常导致

新感染病例的出现，若干预措施不到位可引起医院

感染聚集事件的频繁发生［７］。２０２３年１—７月，某

医院ＩＣＵ相继检出１３例ＣＲＫＰ感染患者，存在医

院感染暴发的可能，随后对该事件进行现场流行病

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学分析，通过积极采取干预措施

最终得到控制。现对该事件进行梳理分析，为多重

耐药菌医院感染防控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感染聚集性事件描述　该医院ＩＣＵ 共有１７

张床位，３个单间病房，８名临床医生和２５名护士，

主要收治重症肺炎、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消化道大

出血等急重症患者。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４—２６日，该

ＩＣＵ的３例患者临床标本相继检出ＣＲＫＰ。随后医

院启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追溯２０２３年１月起的所

有临床标本中检出ＣＲＫＰ患者，共计１２例。首例

患者（病例Ａ）以吸入性肺炎入住肺病科并随后转至

ＩＣＵ，在ＩＣＵ入住第５天痰标本检出ＣＲＫＰ。

１．２　流行病学调查　通过查阅医院感染监测系统、

实验室信息系统（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Ｓ）以及医院管理信息系统（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等开展病例搜索，将２０２３年１月１

日—５月２６日该ＩＣＵ所有检出ＣＲＫＰ患者的病历

资料进行收集和汇总。根据患者感染部位、影像学

资料、临床症状等资料，按照《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

行）》［８］对所有收集的ＣＲＫＰ阳性患者进行医院感

染判断，并进行三间分布分析。本研究已获得该院

伦理委员会审批（项目编号２０２４ｚｙ０１２）。

１．３　环境卫生学调查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７日，对该

ＩＣＵ的环境和物体表面，以及包括医生、护士、护工

人员在内的共２０多名医务人员手进行采样。采样

具体位点包括所有床桌板、床帘、床栏、床头柜等床

单元，呼吸机表面、监护仪操作面板、血气分析仪等

仪器表面，病房门把手、卫生间扶手、马桶按钮、水龙

头等公共区域，以及血压计、听诊器等设备共计１３１

个点位。所有标本均参照《医院消毒卫生标准》（ＧＢ

１５９８２—２０１２）
［９］进行采样，即用浸有生理盐水的无

菌棉拭子涂抹采样后放入含３％吐温８０、０．３％卵磷

脂和０．１％硫代硫酸钠的ＴＳＢ胰蛋白胨大豆肉汤培

养液中，立即送至３７℃恒温箱培养２４ｈ后取１００μＬ

均匀涂布于血平板上，然后再送至３７℃恒温箱培养

４８ｈ，并对ＣＲＫＰ可疑菌落进行菌株鉴定和药敏

试验。

１．４　实验室检测　将所保存的患者临床菌株进行

复苏：菌株从－８０℃冻存管中复苏至哥伦比亚血平

板，３７℃孵育培养２４ｈ后，使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

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ＭＡＬＤＩＴＯＦ）对菌株再次进

行鉴定。环境采样的疑似菌株也使用 ＭＡＬＤＩ

ＴＯＦ进行鉴定，经鉴定为肺炎克雷伯菌的菌株再使

用ＶＩＴＥ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全自动分析系统进行药敏试

验，以美罗培南或亚胺培南≥４μｇ／ｍＬ判定为耐药

的ＣＲＫＰ
［１０］。

１．５　耐药基因检测与同源分析　所有ＣＲＫＰ临床

菌株和环境菌株送至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进

行耐药基因检测和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ｕｌｓｅｄｆｉｅｌｄ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ＰＦＧＥ）分子分型试验。耐药基因

检测我国 ＣＲＫＰ携带率最高的 ＫＰＣ２、ＮＤＭ 和

ＯＸＡ２３这三种进行检测，ＰＦＧＥ图谱采用ＢｉｏＮｕ

ｍｅｒｉｃｓ软件进行聚类分析。根据条带间的相似性系

数，采用非加权配对算术平均法建立聚类数，相似度

＞９５％的菌株认定为同源
［１１］。

１．６　干预措施　在进行环境卫生学采样的当天立

即采取相应的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具体包括：（１）将

已发生ＣＲＫＰ感染患者进行集中隔离管理，指定专

人护理，床旁配备隔离衣并每日更换，减少因医务人

员诊疗或工勤人员流动而产生新病例；（２）强化病区

所有工作人员的手卫生意识，尤其重点监督接触患

者后和接触患者各类物品后的手卫生依从性；（３）对

工勤人员强化环境消毒标准，使用一次性季铵盐消

毒湿巾对患者的各类物品和环境进行擦拭消毒，确

保擦拭力度和位点无误；（４）对患者共用物品或器械

进行强化消毒，减少因共用所产生的传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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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６月１日，该

ＩＣＵ共收治患者１７１例，１２例患者（编号Ａ～Ｌ）临

床标本分离出ＣＲＫＰ且均判定为医院感染，检出率

为７．０２％，高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该ＩＣＵ同期ＣＲＫＰ

检出率，分别为２．６３％（２／７６）、３．１６％（３／９５）、

２．６７％（２／７５）。１２例患者中，男性８例，女性４例；

年龄３５～９０岁，中位年龄６４岁。５例患者住院期

间使用呼吸机插管，３例患者留置血管导管。

２．２　三间分布　１２例患者入住ＩＣＵ前，有７例曾在

Ａ、Ｂ、Ｃ、Ｄ４个病区入住，ＩＣＵ入住日数为５～２１ｄ。

首例患者Ａ在入住ＩＣＵ第５天检出ＣＲＫＰ，患者Ｂ～

Ｌ则在入住第４～１３天相继检出ＣＲＫＰ。除患者

Ｄ、Ｇ、Ｈ入住单间病房外，其他患者均在敞开式大

间。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０日１例患者临床标本中分离出

ＣＲＫＰ（编号为 Ｍ）。各患者ＩＣＵ空间分布见图１。

各患者入住时间、病房周转情况以及临床检出

ＣＲＫＰ的时间分布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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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环境卫生学结果　１３１份环境标本中仅有２

份标本检出ＣＲＫＰ，均为ＩＣＵ洗手池水孔，检出率

为１．５３％。患者的床单元、仪器设备以及医务人员

手均未检出ＣＲＫＰ。

２．４　实验室鉴定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１３株临床

标本分离株和２株环境菌株对大多数头孢类、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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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苷类、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耐药基因检测结

果显示，ＫＰＣ２、ＮＤＭ、ＯＸＡ２３的检出率分别为

６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ＰＦＧＥ分子分型结果

显示，患者Ｋ、Ｊ和ＩＣＵ洗手池分离的环境１和环境

５菌株呈现同一带型，相似度为１００％；患者Ｉ、Ｃ检

出菌株，患者Ｌ、Ｆ、Ｇ、Ｍ检出菌株相似度＞９５％，上

述菌株均判断为同源菌株。而其他菌株聚类关系较

远，判定为非同源，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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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控制措施及效果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７日起对

ＩＣＵ采取强化干预措施，并由专人监督以保证各措

施的执行情况。在随后３个月内，除６月１０日新出

现１例 ＣＲＫＰ感染患者外，无新病例产生，本次

ＣＲＫＰ聚集性事情得到控制。

３　讨论

我国《医院感染暴发控制指南》（ＷＳ／Ｔ５２４—

２０１６）
［１２］指出“在医疗机构或其科室的患者中，短时

间内发生３例以上同种同源感染病例的现象称为医

院感染暴发。在医疗机构或其科室的患者中，短时

间内发生医院感染病例增多，并超过历年散发发病

率水平的现象称为医院感染聚集”。本研究涉及１３

例临床患者，２份环境标本，虽然有部分病例的

ＣＲＫＰ菌株呈现同源，但不同时满足“短时间”和

“３例以上”两个要求，而研究期间ＣＲＫＰ检出率为

７．０２％，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同期检出率的２倍，故判

定为医院感染聚集事件。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本次ＣＲＫＰ感染患者的感

染部位包括肺部、血液和腹腔，各病例都有不同部位

的插管，护理人员较为固定。由于多重耐药菌在

ＩＣＵ主要通过接触传播，随着工作人员的流动和操

作而污染周围环境或其他患者，因此国内外规范和

指南均建议采取接触隔离措施，包括单间隔离、使

用隔离衣和手套、限制患者转运、患者物品专人专

用等［１３１６］。本次调查发现，尽管患者Ａ是本次聚集

事件的最早病例，但同源分析显示该病例与其他病例

的菌株亲缘关系较远，且时间上和空间上同其他病例

没有太多关联性，故排除其为此次感染事件的源头。

与传染病通常有明确的潜伏期不同，多重耐药

菌可以借助环境而长时间定植并作为ＩＣＵ患者感

染的源头，尤其在日常忽视的风险点如水池等，进行

重组或产生新的耐药性［１７１８］，因而较难明确感染最

早发生的时间与地点。本次环境采样监测结果显

示，手日常高频接触的ＩＣＵ物体表面，如患者的床

栏、仪器、公共区域的计算机并未检出ＣＲＫＰ，可能

与近期病区已对环境和各类物品强化擦拭消毒有

关，但病区已设置的２个洗手池的水池孔中却分离

出２株目标细菌，且与患者Ｋ、Ｊ分离的菌株高度同

源，与国内外诸多研究［１９２１］结论相近。Ｋｏｔａｙ等
［２２］

研究发现，洗手时产生的水滴可喷溅至周边１ｍ处

的环境，且流动水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将水池孔附着

的病原菌冲击至水槽周边环境，是多重耐药菌管理

的盲点之一。因此，一些学者建议ＩＣＵ等重点科室

尽量使用免洗手消毒剂以替代流动水洗手。强化干

预措施期间，监管人员也发现ＩＣＵ工作人员有在水

池倾倒和处置患者体液等习惯，为此在干预的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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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强化了对洗手池、污洗间等区域的消毒管理，以避

免耐药菌在此长期附着。

ＰＦＧＥ作为细菌分子分型的金标准，是进行医

院感染暴发和感染溯源的有力工具。本次ＰＦＧＥ

结果显示，患者Ｋ、Ｊ和ＩＣＵ洗手池分离的环境１和

环境５菌株呈现同一带型，同住过病床１的患者Ｉ、

Ｃ所分离菌株，病床相邻的患者Ｌ、Ｆ、Ｇ和单间患者

Ｍ的菌株高度同源，存在“患者－患者”或“患者－

环境－患者”交叉传播的可能。然而这些患者的时

间关联性较弱，ＰＦＧＥ也无法阐明谁是“传播者”，谁

是“被传播者”，以及环境采样时间较为滞后，使得本

次事件的精准溯源和传播关系描述较为困难。此

外，ＫＰＣ２、ＮＤＭ 和 ＯＸＡ２３耐药基因作为国内

ＣＲＫＰ主要流行耐药基因，其检出率正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２３］。本次研究也发现，１３株临床标本和２株

环境标本的ＣＲＫＰ所携带的耐药基因分布略有差

异，部分患者的标本中同时含有ＫＰＣ２和ＮＤＭ 这

２种耐药基因，以及这些病例之间的流行病学关联

较弱，提示可能存在未知的传播路径。此外，有研究

认为同一细菌含有２种以上的耐药基因会增强抵抗

抗菌药物的能力［２４］，因此，今后需格外关注临床感

染菌株耐药基因携带情况。

干预措施进行后，仍出现１例新发ＣＲＫＰ感染

患者 Ｍ，且与患者Ｌ存在高度同源性以及明显的时

间和空间关联性。分析两例患者进行的诊疗操作和

护理操作后发现，两者分别在５月１５日、６月１日

进行纤维支气管镜（简称纤支镜）检查，由于该ＩＣＵ

仅有１条纤支镜因而怀疑该纤支镜受到ＣＲＫＰ污

染。然而该纤支镜已于６月５日进行低温等离子灭

菌而无法获得有效标本，且回溯近３个月使用该纤

支镜的２３例患者临床信息，未发现有明显感染症

状，推测纤支镜不是导致本次感染聚集性事件的主

要元凶。

由于ＩＣＵ内多重耐药菌的管理主要依赖医务

人员的重视程度和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情况，本研

究通过医护人员之间的通力协作以及严格执行各项

干预措施，３个月内未出现新发感染病例，最终判定

本次医院感染聚集性事件得到控制。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１］　ＨｕＨＢ，ＷａｎｇＨ，ＹｕＭＨ，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犈狀狋犲狉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犮犲犪犲ｃａｕ

ｓｉｎｇ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Ｊ］．ＪＧｌｏｂ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Ｒｅｓｉｓｔ，２０２３，３５：３５－４３．

［２］　ＴｉａｎＬＪ，ＴａｎＲＭ，ＣｈｅｎＹ，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５：４８．

［３］　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网．ＣＨＩＮＥＴ２０２３年全年细菌耐药监测结

果［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３－０５）［２０２４－０３－１５］．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ｔｓ．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ｉｌｅ／ＣＨＩＮＥＴ％２０２０２３％Ｅ５％

Ｂ９％Ｂ４％Ｅ７％ＢＢ％８６％Ｅ８％８Ｆ％８Ｃ％Ｅ８％８０％９０％Ｅ８％

８Ｄ％ＡＦ％Ｅ７％９Ｂ％９１％Ｅ６％Ｂ５％８Ｂ％Ｅ７％ＢＢ％９３％Ｅ６％

９Ｅ％９Ｃ．ｐｄ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ＨＩＮＥＴ２０２３ａｎ

ｎｕ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４－

０３－０５）［２０２４－０３－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ｔｓ．ｃｏｍ／Ｃｏｎ

ｔｅｎｔ／Ｆｉｌｅ／ＣＨＩＮＥＴ％２０２０２３％Ｅ５％Ｂ９％Ｂ４％Ｅ７％ＢＢ％８６％

Ｅ８％８Ｆ％８Ｃ％Ｅ８％８０％９０％Ｅ８％８Ｄ％ＡＦ％Ｅ７％９Ｂ％９１％

Ｅ６％Ｂ５％８Ｂ％Ｅ７％ＢＢ％９３％Ｅ６％９Ｅ％９Ｃ．ｐｄｆ．

［４］　ＬｉＬ，ＷａｎｇＲＹ，ＱｉａｏＤ，ｅｔ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ｃａｒ

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ｉｎ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ｉｎ

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ｂｙｗｈｏｌｅｇｅｎ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２０２２，１５：６２１５－６２２４．

［５］　朱雯，梁艺，翁超．疑似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暴发

调查［Ｊ］．上海预防医学，２０２３，３５（２）：１２６－１３１．

ＺｈｕＷ，ＬｉａｎｇＹ，Ｗｅｎｇ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ｏｕｔ

ｂｒｅａｋ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３，３５（２）：

１２６－１３１．

［６］　ＷａｎｇＭＹ，ＨａｏＭＪ，ＣｕｉＸＤ，ｅｔａｌ．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ＮＤＭ１ａｎｄ

ＫＰＣ２ａｆｔｅｒｓｕｌｆ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ｚｏｌｅ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ｐｒｉｍ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Ａｇｅｎｔｓ，

２０２４，６４（２）：１０７２３７．

［７］　ＹａｎＺＱ，ＺｈｏｕＹ，ＤｕＭ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ｆ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ｆｉｖｅｍａｊｏｒｉｎｔｅｎ

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ＪＨｏｓｐ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１９，１０１（２）：１５０－

１５７．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Ｊ］．中华

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８１（５）：３１４－３２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Ｊ］．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８１（５）：３１４－３２０．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医院消毒卫生标准：ＧＢ１５９８２—２０１２［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ｇｉｅｎ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ＧＢ１５９８２－２０１２［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７９·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１月第２４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５



［１０］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ｎ

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１００３０ｔ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Ｓ］．Ｍａｌｖｅｒｎ，ＰＡ，ＵＳＡ：ＣＬＳＩ，２０２０．

［１１］张海峰，姚静，杜兴冉，等．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医院

暴发流行的耐药机制及同源性研究［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

志，２０１６，２６（２２）：５０４１－５０４５．

ＺｈａｎｇＨＦ，ＹａｏＪ，ＤｕＸＲ，ｅｔａｌ．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２６（２２）：５０４１－５０４５．

［１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感染暴发

控制指南：ＷＳ／Ｔ５２４—２０１６［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１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ＷＳ／Ｔ５２４－２０１６［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

［１３］杨启文，吴安华，胡必杰，等．临床重要耐药菌感染传播防控

策略专家共识［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１，２０（１）：１－１４．

ＹａｎｇＱＷ，ＷｕＡＨ，ＨｕＢＪ，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１，２０（１）：１－１４．

［１４］ＲｉｃｈｔｅｒＳＳ，Ｍａｒｃｈａｉｍ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犈狀狋犲狉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犮犲犪犲：ｗｈｏ，ｗｈｅｎ，ａｎｄｈｏｗ？［Ｊ］．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８（４）：４１７－４２６．

［１５］ＭａｇｉｏｒａｋｏｓＡＰ，ＢｕｒｎｓＫ，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ＢａｏＪ，ｅ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ｏｏ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ｎｔｒｙ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犈狀狋犲狉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犮犲犪犲ｉｎｔｏ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７，６：１１３．

［１６］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

会，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等．中国碳青霉

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ＣＲＯ）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引［Ｊ］．中

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９（１３）：２０７５－２０８０．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ａｃｉｌｌ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９（１３）：２０７５－２０８０．

［１７］史庆丰，王志翔，鲍容，等．医院水环境中碳青霉烯类耐药细

菌多样性及耐药基因［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２２，３２

（４）：６０５－６０９．

ＳｈｉＱＦ，ＷａｎｇＺＸ，ＢａｏＲ，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２２，３２（４）：６０５－６０９．

［１８］ＫｉｚｎｙＧｏｒｄｏｎＡＥ，ＭａｔｈｅｒｓＡＪ，ＣｈｅｏｎｇＥＹ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ｓａ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ｏｒ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Ｃｌｉｎ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７，６４（１０）：

１４３５－１４４４．

［１９］ＷｅｉｎｇａｒｔｅｎＲ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ＲＣ，ＣｏｎｌａｎＳ，ｅｔａｌ．Ｇｅ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ｌｕｍｂｉｎｇｒｅｖｅａｌｓｄｉｖｅｒｓ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ｃｏｎｆｅｒｒｉｎｇ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ｍＢｉｏ，２０１８，９

（１）：ｅ０２０１１－１７．

［２０］ＤｅＧｅｙｔｅｒＤ，ＢｌｏｍｍａｅｒｔＬ，Ｖｅｒｂｒａｅｋｅｎ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ｉｎｋａｓ

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ａ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犈狀狋犲狉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犮犲犪犲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７，６：２４．

［２１］史庆丰，黄英男，孙伟，等．某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耐碳青

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环境流行调查［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

２０２０，１９（１２）：１０９３－１０９７．

ＳｈｉＱＦ，ＨｕａｎｇＹＮ，ＳｕｎＷ，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ｏｆ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０，１９（１２）：１０９３－１０９７．

［２２］ＫｏｔａｙＳ，ＣｈａｉＷＤ，ＧｕｉｌｆｏｒｄＷ，ｅｔａｌ．Ｓｐｒｅａ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ｉｎｋｔｏ

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ｎｓｉｔｕｓｔｕｄｙｕｓ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ＧＦＰ）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ｔｏｍｏｄｅ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ｅｒ

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ｓｉｎｋｔｒａｐ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Ａｐｐ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７，８３（８）：ｅ０３３２７－１６．

［２３］ＬｉＸ，ＬｉＣＡ，ＺｈｏｕＬＪ，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ｐｈｙｌ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

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犫犾犪ＫＰＣ ａｎｄ犫犾犪ＮＤ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犪犲狉狅犵犲狀犲狊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２０２２［Ｊ］．Ｓｃｉ

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２４，９２３：１７１５６０．

［２４］ＢａｉＪ，ＬｉｕＹＪ，ＫａｎｇＪＢ，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ｖｉｒｕ

ｌ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ｏｕｒ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

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ｓｔｒａｉｎｓｃｏ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ｎｇ犫犾犪ＫＰＣａｎｄ犫犾犪ＮＤ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ｗｈｏｌｅｇｅｎ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ａ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１９ａｎｄ２０２１［Ｊ］．Ｍｉｃｒｏｂ

Ｐａｔｈｏｇ，２０２３，１７５：１０５９６９．

（本文编辑：陈玉华）

本文引用格式：霍?，徐文娟，王芳，等．一起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

雷伯菌聚集事件的调查与分析［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２４

（１）：９３－９８．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５７１０７．

犆犻狋犲狋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犪狊：ＨＵＯ Ｍａｎ，ＸＵ Ｗｅｎ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ｖ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Ｊ］．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５，２４

（１）：９３－９８．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５７１０７．

·８９·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１月第２４卷第１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