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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及时掌握烧伤感染病原菌和细菌耐药性变迁的特点。方法：在 %""? 年 @ 月 A %""B 年 C 月调查的

基础上，对照 %""B 年 B 月 A #$$$ 年 B 月期间的烧伤病人血培养和创面培养细菌检出及药敏调查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结果：两组比较，血培养显示铜绿假单孢菌继续保持第一位，占 #!= ?D ，表皮葡萄球菌退居第三位，其中第二组E A

杆菌占 ?@= @D ，E F 球菌占 #"= GD ；创面培养，铜绿假单孢菌上升至第一位，占 %"= ?D ，金黄色葡萄球菌退至第 C位，

其中第二组 E A 杆菌占 B!= ?D ，E F 球菌占 ##= #D 。? 年内重要菌群 E A 杆菌居首位，近 ! 年常用抗菌药物如头孢他啶

等耐药性较前 # 年明显增加。结论：E A 杆菌是烧伤病区主要病原菌，而耐药 E A 杆菌的增加是近年细菌耐药性变迁的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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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掌握烧伤感染病原菌和细菌耐药性

变迁的特点，作者对 %""? 年烧伤科成立以来的前 #
年 [ % \与近 ! 年烧伤病人血培养、创面培养的结果进

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试图找出流行病学发生的变

化特点。

材料与方法

%= 检测对象：将 %""? A #$$$ 年我院住院烧伤

病人 %B? 例分为两组，%""? 年 @ 月 A %""B 年 C 月

为第 % 组，已作过总结 [ % \；%""B 年 B 月 A #$$$ 年 B
月为第 # 组。第 % 组共 C! 人，男 G% 人，女 ## 人，最

小年龄 # 个月，最大年龄 B@ 岁，平均（#G= @ ] #= #）

岁 ，平 均 总 面 积（G"= # ] G= B）D ，平 均!度 面 积

（#$= % ] %= @）D 。第 # 组共 %%# 人，男 @! 人，女 #"

人，最小年龄 %^ ! 岁，最大年龄 B% 岁，平均（#"= G ]
#= B）岁，平均总面积（?#= # ] ?= %）D ，平均!度面积

（#C= B ] #= G）D 。

#= 检测方法及细菌培养和鉴定：分别于首次

清创换药时、入院后七天及创面愈合之前或手术中

用无菌棉拭子取创面分泌物，立即放于无菌试管

中。有明显全身感染临床表现时抽血做细菌培养。

标本均立即送实验室。应用美国 4(9K.+ _*9V*+,.+
公司 4J)&‘ )"%#$ 细菌培养仪做细菌培养，同一

公司的 1/K. ,(9OK.0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做细菌鉴定。

药敏试验应用 1/K. ,(9OK.0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及相

配套的反应板自动测定，共选用 ## 种抗生素。

结 果

%= 细菌检出率：第 % 组血标本 G$ 份，阳性 # 份
[作者单位 \ 湖南医科大学三院烧伤整形科 湖南 长沙 G%$$%!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 中国烧伤创疡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 )’*+(,( -./0+12 .3 4/0+, 5./+6, 7 8/0319( :29(0, "##$; <.2= $%; >.= $

培南的广泛应用有直接关系。亚胺培南具高效、广

谱、耐酶等特点，但临床上对其不敏感的细菌如嗜

麦芽黄单孢菌或巴斯德杆菌必将乘虚而入，白色念

珠菌的升高，也与亚胺培南及第三代头孢类抗生素

的广泛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 真菌感染：真菌是地处南方的烧伤感染的又

一主要菌种。虽然从总的检出率统计第 $ 组与第 "
组无显著性差异，但第 " 组血培养白色念珠菌检出

率与全国相比处于较高状态。目前念珠菌菌血症的

危险因素是：菌血症前的多种抗生素应用，血液外

的其他部位念珠菌阳性，血液透析和各种置入性管

道的使用。同时亦应注意健康人的皮肤及与外界相

通的管道中，酵母菌带菌率在 $#? 左右或更多，住

院病人比健康人带菌者更多 @ % A。结合我科实际，对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和细致的创面处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 降低细菌耐药性的依据：近 % 年来，耐药菌

株有明显上升趋势，B C 杆菌表现突出，主要是铜绿

假单孢菌，其它还有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对药敏

中二十余种抗菌药物全部耐药的菌株也偶有出现，

如巴斯德杆菌。随着病原菌及细菌耐药性的变迁，

抗菌药物应用也要有相应对策。联合应用抗生素是

减少耐药菌株产生的有效措施，既有优势互补，又

有协同作用 @ ! A。另外国内外已开始广泛关注合理使

用 DE4& 可以为限制抗生素的频繁使用提供有力

的依据：通过框架结构的药剂覆盖创面，实现了创

面病理环境向生理环境的转化。从而根本上使感染

发生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限度 @ F A。

本文报导的细菌变化和国内外报导并不完全

一致，只是反应了烧伤病区新成立 F 年中前后 " 个

阶段烧伤感染细菌流行病学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

江南气候，新病区环境及其不同时期的特点有较大

关系。因此不间断地监测烧伤感染菌种变化，定期

了解病区常见菌种和药敏情况，无疑是防治烧伤感

染十分重要的措施和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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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血浆内皮素 M E& I变化与烧伤早期心肌损害的关系。方法：采用放免法检测 F 例严重烧伤病

人烧伤早期血浆 E& 和 N8)N 仪测定血浆肌酸激酶同工酶 M )O C D4I。结果：伤后 $"’ 血浆 E&（$#K= # P $= K QR S T2，

+ U F）较正常人组（!L= K P %= ! QR S T2，+ U H）明显升高。血浆 )O C D4 在伤后明显升高。相关分析显示，E& 升高与

)O C D4 呈高度正相关。结论：血浆 E& 升高可能参与了烧伤早期的心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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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重 烧 伤 病 人 早 期 血 浆 内 皮 素 变 化 与

心 肌 损 害 关 系 的 初 步 探 讨

钟克勤! 马恩庆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