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细胞活性治疗前后变化 ¬? ≥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治疗前 ? ?

治疗后 ? ?

° 值 ° °

2 4  副作用 治疗结束时无一例肝!肾功能损害!亦无造血

功能障碍∀ 例出现一过性发热 例失眠 例注射部位有红

肿 停药后症状消失∀

3  讨 论

乌体林斯注射液是由灭活的草分枝杆菌为主要成份构

成的细菌悬浮液 为一多功能的免疫刺激剂∀ 进入人体后 ×

淋巴细胞受到刺激释放出多种淋巴因子如 ƒ ! ƒ !

≤ ƒ ! ƒ 等 这些因子作用于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使之向

病灶部位聚集!活化 对病原体进行吞噬!杀伤和清除 促使

自然杀伤细胞增多和促进 × 辅助细胞的数目和功能起到明

显的免疫增强作用≈ ∀老年慢性肺心病患者常有免疫功能低

下易感染而使病情加重≈ ∀本研究显示经乌体林斯注射液治

疗后临床疗效!肺功能!免疫功能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 两者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对照组无明显改变∀说明乌体

林斯注射液在老年慢性肺心病治疗中具有肯定的免疫增强

作用 促进机体抵抗力的恢复 改善肺功能 加快肺心病的好

转 同时毒副作用小 是一种疗效良好!安全的免疫药物∀
表 4 免疫球蛋白治疗前后变化 ¬? ≥

组别
治 疗 前 治 疗 后

试验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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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感染患者抗生素使用及药敏分析

蒋 虹 上虞 浙江省上虞市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调查我院感染患儿抗生素使用情况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统计感染患儿的抗生素使用并对照药敏结果作分

析∀结果 抗生素使用情况与药敏结果符合率为 ∀引起小儿感染的主要细菌是埃希菌属 克雷伯菌属 葡萄球菌属 链球菌

属∀结论 由于青霉素 已被大量耐药 头孢菌素已代替青霉素 成为一线药物∀应加强临床病原学检测 指导临床合理使用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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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 Σ ⁄ ∏ √ °

1  资料来源

1 1  收集我院 ∗ 间小儿感染患者送检的各

类标本 获得致病菌菌株 株 对这 株细菌的鉴定及

药敏结果作统计∀

1 2  收集该阳性菌株患者的抗生素治疗方案并作统计∀

2  结 果

2 1  株致病菌在各类疾病中的分布

呼吸道感染 株中 杆菌 株占 其中肺炎克

雷伯菌占 大肠埃希菌占 阴沟肠杆菌占 铜

绿假单胞菌占 产气杆菌占 ∀ 球菌 株占

其中草绿色链球菌占 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

血液感染 株中 球菌 株占 其中草绿色链球菌

占 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杆菌 株占 其中

伤寒沙门氏菌占 铜绿假单胞菌占 ∀ 泌尿道感染

株中 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占 菌以草绿色链

球菌为主占 ∀

2 2 送检标本中分离率最高的 种致病菌对常用抗生素的

耐药率见表 !表 ∀

2 3 各组疾病使用频率最高的 种抗生素见表 ∀

表 1 革兰氏阳性菌耐药情况 耐药率

类  别 青霉素 氨苄西林 苯唑西林 头孢呋新 头孢噻肟 红霉素 利福平 万古霉素

金 葡

草 链

肠球菌

表 2 革兰氏阴性菌耐药情况 耐药率

类  别 哌拉西林 头孢噻肟 头孢哌酮 头孢他定 头孢曲松 泰能 妥布霉素 阿米卡星

铜 绿

肺 克

阴 沟

大 肠

表 3 各组疾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种抗生素

呼吸道 血液 泌尿道 肠道 伤口

安洛欣 头胞噻肟 头孢呋辛 头孢呋辛 氨苄青霉素

头孢唑林 头孢唑林 头孢哌酮 头孢哌酮 头孢唑林

青霉素 氨苄青霉素 妥布霉素 妥布霉素 青霉素

3  讨 论

3 1  本文资料显示在儿科各类感染疾病中 革兰氏阴性菌

占 革兰氏阳性菌占 ∀ 其中呼吸道感染为

且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这些阳性标本主要的来源是新生儿

病房! ≤ 血液病房 这些病例抵抗力差 免疫功能紊乱 有

的伴有创伤性治疗 如气管插管等∀

3 2  通过实验室数据分析 原先作为一线药物的青霉素

已经被大量致病菌耐药 这与文献报道一致≈ ∀ 小儿抗生素

治疗已由过去的首选青霉素 改为头孢菌素≈ ∀其使用率为

其中第一代头孢菌素使用率为 第二代使用率为

第三代使用率为 ∀但是 随着近年来第三代头孢菌

素的大量使用 导致革兰氏阴性杆菌对第三代头孢菌素的耐

药率也不断增加≈ ∀

3 3  根据统计分析 我院小儿患者抗生素使用情况与药敏

结果符合率为 ∀ 提示在未获得培养报告及药敏前 经验

治疗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临床更应重视对感染性疾病进行病

原学上的监测 并定期对本地区感染性致病菌的耐药性按不

同的科别!感染部位等因素 进行分析和评估∀及时编制抗生

素药敏结果的监测信息 以达到合理选用抗生素 减少产生

耐药菌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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