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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煤工尘肺葡萄球菌肺炎发病率 、 临床特征 、 预后。方法　对我院 38 例 44 例次煤工尘肺葡萄球

菌肺炎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　尘肺住院病人葡萄球菌肺炎发病为 1.16%, 病死率 13.15%, 经验用药与药敏符合

率 46.2%。结论　煤工尘肺院内葡萄球菌肺炎发病率高 , 耐药情况重 , 预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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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for 38 cases of nosocomial staphylococcal pneumonia in patients with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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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cidence ,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of nosocomial staphylococcal pneumonia in

patients with coal workerspneumoconiosis.Methods　Thirty-eight hospitalized cases , with 44 episodes , of nosocomial staphylococcal

pneumonia complicated in the patients of coal workerspneumoconiosi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staphylococcal pneumonia was 1.16% in the patients with coal workerspneumoconiosis , with a case-fatality ratio of 13.15%.Forty-

four strains of staphylococcus were isolated from 166 specimens.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ntibiotics in empirical use , only

46.2% in coincidence with the results of sensitive tests.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coal workerspneumoconiosis tended to be compli-

cated with nosocomial staphylococcal pneumonia during their hospitalization , which was more resistant to a few antibiotics with a poo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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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广谱抗生素及氟喹诺酮类药物在临床大量使

用 , 住院病人肺炎致病菌及口咽部定植菌群发生了变

化。革兰氏阳性菌 , 特别是葡萄球菌院内感染有增加

趋势[ 1 ,2] , 煤工尘肺病人其免疫功能受损[ 3] , 呼吸道

防御功能下降 , 多长期住院接受氧疗。临床发现 , 该

群病人院内感染其致病菌中葡萄球菌占很大比例 , 而

尘肺病人葡萄球菌院内感染尚未见报道 。为探讨煤工

尘肺院内葡萄球菌感染发病率 、特征及预后 , 对我院

1996 ～ 1998年度住院患者葡萄球菌肺炎作一分析 , 并

对耐药状况作一探讨 。

1　病历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1996年1月 1日～ 1998年 12月 31日因煤工尘肺

住院患者 、出现肺部感染且临床标本获得葡萄球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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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 系统调阅 3年住院病历 ,

经2名高年资临床医师确诊葡萄球菌肺炎 , 填写感染

调查表。

1.3　诊断标准

全部病例经临床表现 、 X线胸片 、 痰培养诊断为

葡萄球菌肺炎 , 符合院内获得性支气管-肺感染标

准[ 4] 。

1.4　药敏测定

用K-B试纸法测定葡萄球菌药物敏感性 , 其操

作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 (NCCLS)操作标

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1996年1月 1日～ 1998年 12月 31日以煤工尘肺

及其合并症入院的住院病人共3 780例。符合院内感

染且分离出致病菌株 166株 , 其中葡萄球菌 44 株。

葡萄球菌肺炎发病率 1.16% (44/3 780)。其中金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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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15例次 , 占34%。表皮葡萄球菌29例次 , 占66%

(29/44), 葡萄球菌分离率为 26.5%(44/166)。煤工

尘肺葡萄球菌患者 38 例 , 均为男性 , 年龄 (66.8±

6.2)岁 , 单纯矽肺 20 例 , 其中 Ⅰ期 5 例 , Ⅱ期 13

例 , Ⅲ期 2例;矽肺结核 18例 , Ⅰ期矽肺结核 8例 ,

Ⅱ期 、 Ⅲ期矽肺结核各 5例。有吸烟史者 31例 , 平

均吸烟 (620±80)支·年 。

2.2　基础疾病

38例尘肺合并症情况 , Ⅰ期合并慢支 1 例 , 右

中肺不张 1例 , 胃癌2例;Ⅱ期合并慢支 、肺气肿 13

例 , 肺癌 2 例 , 右中肺不张 1 例 , 原发性高血压 2

例;Ⅲ期合并慢支 、 肺气肿 2例 , 肺癌 1例 , 原发性

高血压 1例 。矽肺结核合并慢支 、 肺气肿 12例 , 肺

癌3例 , 糖尿病 1例 , 原发性高血压 1例。

2.3　临床症状及体征

咳喘 17 例次 (38.6%), 咳黄脓痰 17 例次

(38.6%), 白痰 19 例次 (43.2%)。发热 15 例次

(34.1%), 其中体温超过 39.5℃者 7例次 (15.9%)。

肺部干 音 24 例次 (55%), 湿 音 23 例次

(52%)。低血压休克 8例次 , 均发生在金黄色葡萄球

菌肺炎者 。

2.4　胸部X线和实验室检查

金葡菌肺炎 15例次 , 其中有 13例次摄胸片 , 8

例X线胸片出现空洞性改变 , 2 例呈大片炎症伴脓

胸 , 3例次呈小叶性改变 。表皮葡萄球菌肺炎 29例

次 , 26例次行胸片检查:胸部有单处或多处斑片状

阴影18例次 , 1例出现空洞性改变 , 其余7例次为肺

纹理增多或紊乱模糊 。血常规检查:血常规示白细胞

(WBC)总数异常者 32例次 (72.7%), 其中WBC总

数正常 , 而中性粒细胞 ≥0.8者 5 例次 (11.36%),

WBC 10.0×109 ～ 20.0×109/L 者 25 例次 (56.8%),

≥20.0×10
9
/L 者 2例次 (4.5%)。

2.5　药敏干预对葡萄球菌肺炎疗程和预后的影响

44例次葡萄球菌肺炎中 , 26例次药敏报告前使

用了抗生素 (经验治疗);18例次根据药敏结果处方

用药 。两组病人整个用药疗程 (包括药敏前及药敏后

用药疗程)和疗程中用药种类数统计结果:药敏前未

使用抗生素组用药疗程短 、用药种类少 、预后好;已

使用抗生素组则疗程长 、 种类多 、 预后差。两组差异

有显著性 (P <0.01)。在 26例次药敏前使用抗生素

组葡萄球菌肺炎中 , 已用药 3 ～ 7天者 2例次 , 7 ～ 14

天者 7例次 , 14 ～ 28天者12例次 , ≥28天者 5例次。

12例次用药超过 3种 , 只有2例次药物组合与药敏完

全相符 , 26 例次经验用药药敏符合率 46.2% (12/

26)。

2.6　病人入院至感染时间

44例次葡萄球菌肺炎中 , 入院至感染时间:

(113.9±79)天 , 其中≤7天 1例次 (2.2%), 8 ～ 14

天3例次 (6.8%), 15 ～ 30天 3例次 (6.8%), 31 ～

90 天 13 例次 (29.5%), 91 ～ 180 天 16 例次

(36.4%), ≥180天 8例次 (18.2%)。随着住院时间

延长 , 葡萄球菌院内感染发病率亦相应增加 , 有

65.9%(29例次)病人感染发生于入院后 1 ～ 6个月 。

2.7　抗生素药敏情况

葡萄球菌对临床常用抗生素药敏情况及耐甲氧西

林情况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1　葡萄球菌对常用抗生素耐药情况

药物
菌　种

表皮葡萄球菌 (率%) 金葡菌 (率%)

青霉素 19/ 29(65.5) 15/ 15 (100)

新青Ⅱ 18/ 29(62.1) 15/ 15 (100)

氨苄青霉素 10/ 17(58.8) 8/ 9 (88.9)

红霉素 8/16 (50.0) 8/ 9 (88.9)

链霉素 2/5 (40.0) 14/ 15 (93.3)

庆大霉素 11/ 23(47.8) 14/ 15 (93.3)

丁胺卡那 9/26 (34.6) 6/ 13 (46.2)

先锋Ⅴ 8/24 (33.3) 8/ 15 (53.3)

先锋必 10/ 20(50.0) 11/ 14 (78.6)

氧哌嗪青霉素 8/13 (61.5) 15/ 15 (100)

万古霉素 0/20 (0) 0/ 12 (0)

利福平 3/21 (14.3) 3/ 14 (21.4)

　　注:分子为该菌对所测药物耐药株数 , 分母为某药物共测检细菌

株数。

从表 1 可见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苯唑青霉素者

(MRSA)达 100%, 而表葡菌者 (MRSE)为 62.1%,

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两种葡萄球菌

对万古霉素耐药率均为零 。对金葡菌相对敏感抗生素

为万古 (100%)、 利 福平 (78.6%)、 丁胺 卡那

(53.8%)、先锋Ⅴ (46.7%);而对表皮葡萄球菌相

对敏感的抗生素分别为万古霉素 (100%)、 利福平

(85.7%)、 丁 胺 卡 那 霉 素 (65.4%)、 链 霉 素

(60%)、 庆大霉素 (52.2%)、 先锋必 (50%)。

2.8　预后

金葡菌肺炎中有 8例 X线胸片出现空洞性改变 ,

经治疗后死亡 3例 , 8例均系 MRSA。表皮葡萄球菌

肺炎 29例次中 , 1例X线胸片出现空洞性改变 , 2例

经治疗后无效死亡。共死亡 5例 , 病死率为 13.16%

(5/38)。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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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院内感染有逐年增加趋势 , 临床研究最

多的是金葡菌感染 , 特别是耐甲氧西林金葡菌 (MR-

SA)院内感染[ 5 ,6] 。1992年美国NISS 报道 , 在 500张

以上床位的医院中 , 1982 年 MRSA 占葡萄球菌感染

(SA)5%, 90 年代上升至 37%。我国的报道[ 7] 从

1988年至 1991 年 , MRSA从 12%升至 36%。耐甲氧

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RCNS)上升尤为明显。

尘肺病人属免疫受损的一组特殊人群 , 其住院患者院

内葡萄球菌感染 , 特别是葡萄球菌肺炎少见报道 , 通

过本组病例研究 , 示葡萄球菌院内肺炎发病率为

1.16%, 葡萄 球 菌 分离 率 为 26.5%, MRSA 占

SA34%。本次调查中 , 金葡菌肺炎占 34%, 皆属

MRSA感染 。表皮葡萄球菌肺炎占 66%, 其中 , MR-

CNS占 62.1%, 远较普通人群为高 。造成这一差异原

因有以下几方面:(1)尘肺及尘肺结核病人细胞免疫

功能下降 , 呼吸道纤毛粘液功能受损。致使细菌易于

定植 , 使进入下呼吸道细菌不能及时清除[ 7] 。(2)尘

肺病人住院时间长使病人与医护人员接触机会多 。大

量研究结果表明 , 住院时间越长 , 院感发病率越

高[ 8] 。本组病人平均住院日 (113.9±79)天 , 住院 3

个月及以上者占 54.5%, 易使病人更多地吸入病区

空气中葡萄球菌 。有研究结果提示呼吸病区医护人员

手葡萄球菌带菌率为 65%～ 75%, 更有作者研究呼

吸病区医护人员鼻腔葡萄球菌带菌率达 73.91%[ 9] ,

间接说明呼吸病区尘埃中葡萄球菌浓度高。病人吸入

病区环境中空气更易致葡萄球菌肺炎发生。(3)合并

症多 , 基础疾病多且重。本病组人合并 3种及以上疾

病者占 90.1%, 其中最易引起口咽部细菌定植的慢

支 、肺气肿合并率达 63.6%。 (4)抗生素使用时间

长 , 用药总量大 , 本研究提示细菌室提供报告前近

60%病人使用了抗生素 , 合并使用 4 种及以上者达

18%, 有 65.5%的病人使用抗生素达 14天以上 , 总

临床符合率 62.5%, 提示临床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普

遍存在。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结果使患者病情加重 、预

后差;用药种类多增加了药物毒副作用 , 诱导细菌产

生耐药性 , 使葡萄球菌耐药率剧增 , 并且也加重了病

人的经济负担。

葡萄球菌肺炎常以感冒样呼吸道症状为先导 ,然后

有急骤发病的畏寒 、高热 、进行性气急 、发绀 、咳嗽 、咳脓

血痰 、胸痛 ,病情常重笃 ,常有早期的末梢循环衰竭 、休

克 ,常伴有化脓性并发症 ,病死率较高。

本组葡萄球菌肺炎临床症状多不典型 ,多在原基础

疾病基础上咳少量黄脓痰 。体温达高热者少 ,本组仅见

于15.9%病例。有近1/4病例示血白细胞总数正常 ,有

5例次病人血WBC 总数正常 ,分类示中性粒细胞 80%

以上。各期尘肺及尘肺结核并发葡萄球菌肺炎后 ,症状

无明显差别 ,但由于Ⅲ期尘肺及尘肺结核肺功能较差 、

病情进展快 、病程长 ,预后差。临床观察金葡菌和表葡

菌肺炎有以下差异:(1)金葡菌肺炎较表葡菌肺炎血象

升高快 ,15例次金葡菌肺炎中 ,有 12例次病人 24小时

内血WBC总数升至 15×109/L以上 ,而表葡菌肺炎仅 3

例次(3/29)。(2)X线改变 ,两肺出现空洞性病变多见于

金葡菌肺炎:表现为两肺中下肺野出现云絮状圆形病

灶 ,随着坏死物排出 ,其内可见空腔 、液平 ,本组 15例次

金葡菌肺炎中有 8例次出现空洞(53.3%)。而表葡菌

肺炎仅1例出现空洞 1/29(3.4%)。(3)临床发现 ,若感

染不能有效控制 ,金葡菌肺炎病人易出现血压不稳 ,有

部分病人在 72小时左右出现休克 ,这类病人多难控制 ,

若处理不及时 ,易致死亡。

本组尘肺及尘肺结核大部分合并慢支 、 肺气肿 、

肺癌等呼吸系疾病 , 临床表现复杂不典型 , 易被原发

病所掩盖 , 诊断比较困难 , 因此 , 对老年体弱免疫力

低下 、基础疾病重 、 住院时间长 、 长期使用广谱抗生

素 , 特别是第三代头孢的患者应想到葡萄球菌感染之

可能 , 应及时做痰涂片及培养找葡萄球菌及其他相应

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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