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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TM: To analyze bacterial spectrum and drug sensitivity
in conjunctival sac of cataract patients of Kazak.
誗 METHODS: A total of 538 cases of conjunctival sac
secretion in cataract patients of Kazak were collected. The
samples were cultured and their sensibilities to antibiotics
were tested.
誗 RESULTS: The bacterial culture was positive in 214
cases. The positive rate was 39. 8%. The variety of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mainly made up of gram
positive cocci ( 88. 3%), and most of them were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 66. 4%), followed by
Micrococcus(9. 8%) . Sex had no effect on conjunctival
bacteria rate in the cataract patients of Kazak, while age,
place of residence had an effect on camier rate. The
camier rate of conjunctival bacter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than that in people with
age between 40 to 59 years old. And the people from city
had a significant lower bacteria positive rate than those
from countryside and pastoral. Most of grams were
sensitive to Vancomycin, Teicoplanin, Rifampicin, Duly
cloth mildew mutual and Amikacin, the tolerance was less

than 20%, and they usually had higher tolerance to
Penicillin, Erythromycin, Tetracycline and Chloramphenicol
(>70%).
誗CONCLUSION: Gram positivecocci is the most common
bacteria in conjunctival sac in cataract patients of Kazak.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was most common, followed
by Micrococcus. The germ - carrying rate of conjunctival
SAC in Kazakh pop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atient蒺s
age and area of residence. The clinical use of antibacterial
drugs should be strictly grasp the indication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bacterial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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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结膜囊带菌和药敏情况。
方法:收集 538 例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的结膜囊分泌物进

行细菌培养、鉴定和药敏试验。
结果:538 份标本细菌培养阳性 214 例,阳性率 39. 8% 。
病原菌的种类以革兰氏阳性球菌为主(88. 3% ),其中表

皮葡萄球菌最常见(66. 4% ),其次是微球菌(9. 8% )。 性

别对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结膜囊带菌率无影响,而年龄、
居住地对带菌率有影响(逸60 岁人群结膜囊带菌率明显

高于 40 ~ 59 岁人群,农牧区人群结膜囊带菌率明显高于

城市人群)。 分离出的革兰氏阳性球菌对青霉素、红霉

素、四环素和氯霉素的敏感性较差,耐药率>70% ;而对万

古霉素、替考拉宁、利福平、妥布霉互和阿米卡星较敏感,
耐药率<20% 。
结论:革兰氏阳性球菌是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结膜囊最常

见的菌种,尤其是表皮葡萄球菌;结膜囊带菌情况与受检

者的年龄和居住地域相关。 临床上应严格掌握抗菌药物

使用的适应证,以减少细菌耐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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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白内障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致盲眼病,据统计我国盲

人中约 40% ~ 60% 为白内障盲[1],手术是白内容障患者

复明的主要有效手段,但是一旦白内障术后发生眼内感

染,则会因为治疗效果不理想而导致失明甚至摘除眼球,
所以预防白内障术后感染已成为白内障复明手术的首要

任务[2]。 众所周知,结膜囊与外界相通,正常情况下 35%
的人结膜囊内可分离出一种以上的细菌[3],因此了解结膜

囊带菌及其药敏情况,对于预防白内障术后感染具有积极

的临床意义。 为了了解新疆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结膜囊

带菌情况及其耐药性,我们于 2011-01 / 2014-08 对来我

院就诊的 538 例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的结膜囊带菌情况

及耐药性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我们于 2011-01 / 2014-08 对来我院就诊的哈

萨克族白内障患者共 538 例 538 眼,均为居住在新疆北疆

地区的哈萨克族城市和农牧区居民。 其中男 255 例,女
283 例。 40 ~ 59 岁者 227 例,60 ~ 91 岁者 311 例。 城市居

民 193 例,农牧区居民 345 例。 受试者采样前 1mo 内全身

及眼部未使用任何抗菌药物,无眼睑、泪囊、结膜、角膜和

葡萄膜感染性疾病,未行泪道及结膜囊冲洗。
1. 2 方法摇 标本由眼科医生在定期紫外线消毒的眼科治

疗室按标准采集[4],及时送我院微生物实验室。 将标本接

种于血琼脂培养基,然后置于 35益恒温含 5% CO2孵箱内

培养。 48h 后观察,无菌生长者为阴性,有菌生长者为阳

性,阳性者进一步作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以 API 系统鉴

定菌种,K-B 纸片法进行药敏试验[5],结果按美国临床实

验标准化委员会(NCCLS)2010 版标准解释。
摇 摇 统计学分析:用 Whonet 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行卡

方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及菌种分布摇 菌种分布见表 1。
538 份标本中细菌培养阳性者 214 例,阳性率 39. 8% 。 检

出病 原 菌 以 革 兰 氏 阳 性 球 菌 为 主, 共 检 出 189 株

(88郾 3% );其中表皮葡萄球菌最多,共 142 株(66. 4% ),
其次是微球菌属,共 21 株(9. 8% ),其他类型葡萄球菌较

少,共 5 种 26 株(12. 1% )。 另外还检出革兰氏阳性杆菌

2 种共 16 株(7. 5% )。 检出革兰氏阴性菌 5 种共 9 株

(4. 2% )。
2. 2 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影响因素摇 哈萨克族白内障

患者结膜囊带菌影响因素见表 2。 经 字2检验,本组男性和

女性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郾 05);40 ~ 59 岁者与 60 ~ 91 岁者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城市居民与农牧区居民

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2. 3 药敏试验结果摇 药敏试验结果见表 3,革兰氏阳性菌

属对万古霉素无耐药性;对替考拉宁、利福平、妥布霉素和

阿米卡星较敏感,耐药率<20% ;对头孢他啶和左氧氟沙

星也较敏感,耐药率<30% ;而对氯霉素、四环素和氨苄西

林的敏感性较差,耐药率>70% ;尤其是青霉素和红霉素

耐药率>80% 。 革兰氏阴性菌检出率较低(共 9 株),主要

表 1摇 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结膜囊菌群分布 (n=214)

病原菌名称 数量(株) 比率(% )
革兰氏阳性球菌(7 种)
表皮葡萄球菌 142 66. 4
微球菌属 21 9. 8
腐生葡萄球菌 9 4. 2
头葡萄球菌 7 3. 3
溶血性葡萄球菌 4 1. 9
金黄色葡萄球菌 3 1. 4
链球菌属 3 1. 4
革兰氏阳性杆菌(2 种)
棒状杆菌 9 4. 2
枯草杆菌 7 3. 3
革兰氏阴性杆菌(5 种)
洋葱假单胞菌 3 1. 4
奇异变形杆菌 2 0. 9
大肠埃希菌 2 0. 9
阴沟肠杆菌 1 0. 5
洛菲不动杆菌 1 0. 5

对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及头孢他啶等敏感,耐
药率<30% 。
3 讨论

摇 摇 正常人群结膜囊内可存在细菌,一般为正常菌群或条

件致病菌,但当发生眼外伤或行内眼手术时,这些细菌就

有可能侵入眼内,引起眼内感染。 因此,了解结膜囊带菌

情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结膜囊带菌

情况的报道多为汉族人群[6],为此我们对新疆哈萨克族白

内障患者人群结膜囊带菌情况进行了调查。
摇 摇 调查 538 例新疆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结膜囊细菌培

养阳性者 214 例,阳性率 39. 8% ,这与国内汉族人群结膜

囊带菌情况的文献报道相近[7-9]。 因此,在自然环境下,
哈萨克族人群与汉族人群结膜囊带菌情况相似,无明显的

民族差异。 214 例带菌者中革兰氏阳性球菌 205 株

(95郾 8% ),其中表皮葡萄球菌 142 株(66. 4% ),显示出绝

对优势,其次是微球菌属 21 株(9. 8% ),这与较多文献报

道相近[10-12]。 通常我们认为,条件致病菌无致病性或偶

有致病性,但有文献认为,现在条件致病菌已成为感染性

眼内炎的主病原,尤其是表皮葡萄球菌,已成为眼部感染

性疾病的常见致病菌[13,14],这与本次调查显示的表皮葡

萄球检出率最高相符。 此外,我们还检出包括头葡萄球

菌、腐生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和链球菌共 23 株,以及

具有较强致病力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3 株,革兰氏阳性杆菌

2 种共 16 株。 本次调查中检出的革兰氏阴性菌较少,仅 9
株(4郾 2% ),主要有洋葱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奇异变形

杆菌、阴沟肠杆菌和洛菲不动杆菌;而未检出致病力较强

的铜绿假单胞菌,这可能与该菌存在率较低或本次调查样

本量相对不足有关。
摇 摇 调查结果显示,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不同性别结膜囊

细菌培养阳性率相近,无统计学意义。 但 60 岁以上人群

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明显高于 40 ~ 59 岁人群,农牧区

人群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明显高于城市人群,提示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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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结膜囊带菌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组别 n 阳性 带菌率(% ) 字2 P
性别 男 255 104 40. 8

0. 205 0. 650
女 283 110 38. 9

年龄(岁) 40 ~ 59 227 77 33. 9
5. 622 0. 018

60 ~ 91 311 137 44. 1
地域 城市 193 65 33. 7

4. 672 0. 031
农牧区 345 149 43. 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哈萨克族白内障患者结膜囊细菌的耐药性 %

药物名称 葡萄球菌属 微球菌属 棒状杆菌属 其它阳性菌 革兰阴性菌

青霉素 87. 32 90 83. 61 84. 26 44. 44
红霉素 84. 51 80 87. 5 86. 96 33. 33
氨苄西林 76. 76 65 75 73. 91 77. 78
四环素 76. 76 70 62. 5 73. 91 44. 44
氯霉素 75. 35 70 75 73. 91 33. 33
复方新诺明 54. 93 65 37. 5 52. 17 33. 33
头孢西丁 46. 48 40 37. 5 47. 83 33. 33
克林霉素 45. 77 30 56. 25 30. 43 -
庆大霉素 42. 96 35 25 39. 13 55. 56
苯唑西林 42. 25 35 43. 75 34. 78 -
左氧氟沙星 34. 51 30 25 30. 43 22. 22
头孢他啶 23. 24 25 18. 75 21. 74 22. 22
阿米卡星 17. 61 15 12. 5 13. 04 22. 22
妥布霉素 17. 61 10 12. 5 13. 04 11. 11
利福平 17. 61 15 18. 75 17. 39 44. 44
替考拉宁 12. 68 15 6. 25 13. 04 -
万古霉素 0 0 0 0 -

克族人群结膜囊带菌情况与受检者的年龄和居住地域相

关。 这种年龄的差异可能与老年人群抵抗力下降、泪液分

泌减少、结膜囊自洁作用减弱、眼表防御能力降低有关。
城市和农牧区居民之间的差异性可能与哈萨克族不同人

群的工作环境、生活习惯和卫生条件有关。
摇 摇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本次分离出的革兰氏阳性球菌对

临床上最常用的抗菌药物如青霉素、红霉素、四环素和氯

霉素的敏感性均较差,耐药率>70% ,尤其是青霉素和红

霉素耐药率>80% ;对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的敏感性较

高,耐药率<30% ,而对临床上不常用的抗菌药物万古霉

素、替考拉宁、利福平、妥布霉素和阿米卡星敏感,耐药率

<20% ,与国内研究结果报道相似[15]。 这提示我们,由于

临床上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结膜囊细菌对临床上常用的

许多抗菌药物产生了耐药性,因此,要求我们临床上使用

抗菌药物时,应严格掌握适应证,切忌滥用。
摇 摇 总之,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初步了解了哈萨克族白内

障患者结膜囊的带菌情况及其耐药性,其中革兰氏阳性球

菌是最常见的菌种,尤其是表皮葡萄球菌,临床上应予以

重视。 在各种内眼手术前,尤其是高龄和农牧民患者,手
术前应选用广谱抗菌药物点眼和结膜囊冲洗,尽量使结膜

囊无菌化,以防止医源性眼内炎的发生;同时临床上应严

格掌握抗菌药物使用的适应证,以避免细菌耐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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