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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小儿先天性鼻泪管闭塞所致泪囊炎的病原菌及

其药敏结果，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对先天性鼻泪管阻塞患儿９８例１１０眼的泪囊分泌
物进行病原菌分离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

结果：从９４眼的分泌物中共分离出１５５株细菌，病原菌阳
性率为８５．５％。其中革兰氏阳性球菌６５．８％，革兰氏阴
性杆菌２３．９％。分离出的所有菌株对左氧氟沙星的敏感
率为９４．２％。
结论：药敏试验表明绝大多数细菌对左氧氟沙星有较高的

敏感性，对于小儿先天性鼻泪管闭塞所致泪囊炎可给予新

喹诺酮类抗生素滴眼液治疗。

关键词：先天性鼻泪管阻塞；泪囊炎；细菌培养；药物敏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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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ｎａｓｏｌａｃｒｉｍａｌｄｕｃｔ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ＮＤＯ）由鼻泪管下端的Ｈａｓｎｅｒ膜开放延迟引
起，是小儿眼科门诊的常见病。鼻泪管下端阻塞致泪液和

细菌在泪囊内潴留，进一步继发感染引起新生儿泪囊炎。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可通过点眼、泪囊按摩或泪道探通等方

法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常需要配合抗菌药物点眼。关于成

人鼻泪管闭塞所致泪囊炎的病原菌及其药敏试验结果已

有报道。为了解新生儿泪囊炎的病原菌分布，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本研究调查分析了小儿先天性鼻泪管闭塞所致泪

囊炎的病原菌及其药物敏感性，现报告如下。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患儿９８例１１０眼，年龄１３ｄ～４
岁，平均４．３ｍｏ，其中男５８例６４眼，女４０例４６眼，右眼４８
眼，左眼６２眼。全部患者均表现为患眼溢泪，眼部分泌物
多而黏稠，睫毛相互粘连，按压泪囊区可见黏稠脓性分泌

物自泪小点反流。取材前１ｗｋ无抗生素滴眼液或抗生素
使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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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方法　用无菌生理盐水清洁泪小点周围，轻轻按压泪
囊区，用无菌棉拭子拈取分泌物，或用一次性注射器及６
号钝针头经下泪小点和泪小管插入泪囊中吸取脓液，将分

泌物立即送检。将采集的脓液接种于血液琼脂培养基后，

置于３７℃孵箱内培养２４～４８ｈ。４８ｈ无菌生长为阴性，有
细菌菌落生长者按照生物试验室常规方法分离细菌并鉴

定阳性菌种。药敏试验采用ＭＨ培养基纸片琼脂扩散法，
检查药物为青霉素（ＡＢＰＣ）、头孢唑啉（ＣＥＺ）、头孢美唑
（ＣＭＺ）、头孢噻肟（ＣＴＸ）、红霉素（ＥＭ）、美浓霉素
（ＭＩＮＯ）、庆大霉素（ＧＭ）、磷霉素（ＦＯＭ）、亚胺培南
（ＩＰＭ）、左氧氟沙星（ＬＶＦＸ）、苯唑西林（ＭＰＩＰＣ）。对
ＭＰＩＰＣ呈现耐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判定为甲氧西林耐
性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进一步调查其万古霉素
（ＶＣＭ）敏感性。
２结果
　　研究对象为先天性鼻泪管阻塞患儿９８例１１０眼，从
９４眼的分泌物中共分离出１５５株细菌，病原菌阳性率为
８５．５％。其中革兰氏阳性球菌１０２株（６５．８％），革兰氏阴
性杆菌３７株（２３．９％），革兰氏阳性杆菌１３株（８．４％），
革兰氏阴性球菌２株（１．３％）。革兰氏阳性球菌中分离
出链球菌属５４株，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ＣＮＳ）２６株，金
黄色葡萄球菌１３株，ＭＲＳＡ６株。革兰氏阴性杆菌中分离
出流感杆菌１５株。检出最多的革兰氏阳性球菌对抗生素
的敏感率为：左氧氟沙星８３．３％，亚胺培南８１．５％，头孢
噻肟７４．１％，头孢唑啉和美浓霉素均为６８．５％，头孢美唑
５５．６％，而红霉素、庆大霉素、青霉素和磷霉素的耐药菌
多，药物敏感率均小于５０％。革兰氏阴性杆菌对左氧氟
沙星的敏感率为 １００％，对亚胺培南、美浓霉素、头孢噻
肟、红霉素的敏感度分别为 ９３．１％，８９．７％，８２．８％和
５２２％，而对磷霉素、青霉素、庆大霉素、头孢唑啉和头孢
美唑的敏感度较低。在分离出的所有菌株中９４．２％对左
氧氟沙星敏感。检出的６株甲氧西林耐性金黄色葡萄球

菌全部对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而对万古霉素敏感，其中

５株对庆大霉素和左氧氟沙星耐药。
３讨论
　　关于成人鼻泪管阻塞所致泪囊炎的病原菌及其药物
敏感性，有报道细菌阳性率为８２．９％，革兰氏阳性菌与革
兰氏阴性菌的比率为３∶１，其中最常见的细菌分别为表皮
葡萄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１］。关于小儿鼻泪管阻塞所致

泪囊炎的病原菌，Ｕｓｈａ等［２］报道，细菌阳性率为８３％，其
中占５７％的革兰氏阳性菌中肺炎球菌最多，而革兰氏阴
性菌中流感杆菌最多。本研究的细菌阳性率为８５．５％，
其中占７４．２％的革兰氏阳性菌中链球菌属最多，而革兰
氏阴性菌中以流感杆菌最多，显示了大致相同的倾向。抗

生素的敏感性方面，分离出的全部菌株的９４．２％均对左
氧氟沙星敏感。本调查中，就诊时在当地已使用抗菌药物

点眼的病例是６８例７７眼，其中６１眼（７９．２％）使用的是
包括可乐必妥在内的新喹诺酮类抗生素。从本次的抗生

素敏感性试验结果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即给予新喹诺

酮类抗生素滴眼液是较为适合的。另外，本次检出了６例
ＭＲＳＡ，其中３例是新生儿集中治疗室中的新生儿，除泪囊
分泌物之外，鼻腔培养和咽部培养等也检测出 ＭＲＳＡ阳

性。其余３例的初诊年龄分别为２ｍｏ，４ｍｏ和１１１１２岁，均为

抗生素滴眼液点眼数月后未见改善而就诊的。６例鼻泪
管阻塞全部通过泪道探通治愈，点眼治疗随即终止。先天

性鼻泪管阻塞有自行治愈的病例，也可以选择抗生素点眼

或按摩泪囊进行随诊观察，但在治疗过程中应该注意不可

无针对性地长时间使用抗生素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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