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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碘伏和

氯已定抗性的研究

张艳红 刘秀岩 朱莉莉 俞幼知

【摘要】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的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医院常用消毒剂的抗

性。方法 测定碘伏和氯已定对!"#$、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最小 抑 菌 浓 度（!+&）。结 果 碘 伏 对 !"#$的 !+&明 显 高 于 !##$，在)*株

!"#$中(,)-菌株的 !+&是质控菌株的.倍，.*,/(-菌株的 !+&为质控菌株的0,(倍，而0*株

!##$中仅有00,0-菌株的!+&是质控菌株的0,(倍，*),)-菌株的!+&值与质控菌株相同。醋酸

氯已定对!"#$、!##$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值相同。结论 部分!"#$菌株对碘

伏抗性增高，!"#$对氯已定的抗性无明显增强，因此当有抗性菌株存在时应提高碘伏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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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院大量使用抗生素和消毒剂导致某些耐

药性菌株产生已引起医学界普遍关注，由耐甲氧西

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医院感染历来是

医院管理工作者十分重视的问题。近年来，有些学

者认为耐抗生素菌株对消毒剂的抗性存在某种内在

的联系，也有些学者认为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和

对消毒剂的抗性是由于不合理使用，彼此独立产生

的。本研究选择将碘伏和氯已定作为常用消毒剂的

医院，从患者中分离到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药敏试

验，按其对甲氧西林的敏感性分为耐药组和敏感组，

分别测试它们对碘伏和氯已定的抗性，旨在探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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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西林不同敏感性菌株对两种消毒剂的抗性，以期

提出合理使用消毒剂的方案，有效控制医院!"#$
感染。

材料与方法

0,菌株来源：由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病灶中分

离，并经形态学和生化反应鉴定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作0.种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再以MB8<78作甲氧西

林敏感试验筛选出!"#$和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

色葡 萄 球 菌（!##$）菌 株。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作为本试验质量控制菌株。

.,消毒剂：碘伏（NONB!南京大学产品）；氯已

定（醋酸氯已定，锦州制药厂产品）。

),培养基为PK营养肉汤；稀释液用0-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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胨!"!#$%&／’()*。

+"方法：

（,）菌悬液配制：临床分离菌株 -.*/、-**/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01123#4分别保存于54!6
冰箱 中，试 验 前 一 天 取 出 接 种 营 养 琼 脂 斜 面，置

#76孵 箱8+9后，取 出 用,:蛋 白 胨!"!#$%&／’
()*洗下菌苔，然后用稀释液将其配制成3;,!3!
3;,!2<=>／$&菌悬液。

（8）最小抑菌浓度（-?1）试验：取!",$&试验菌

悬液加于8"3$&双倍’)营养肉汤试管中，摇匀后

分别加入8"3$&双倍浓度系列碘伏（最终作用浓度

分别为#!!、83!、8!!、,3!、,!!、3!和83$@／’）或加

入双倍浓度系列的氯已定溶液（其最终作用浓度为

,!"!、7"3、3"!、8"3和,"83$@／’）摇匀，同时取一支

肉汤管接种同一株菌，作为阳性对照，另取一支同一

批肉汤管作为阴性对照。

取金黄色葡萄球菌/01123#4与上述试验菌

同法配制菌悬液，并与试验菌在同一条件与消毒剂

作用。最后将上述肉汤管置于#76孵箱，+49后观

察结果，肉汤管呈混浊者判为有菌生长，肉汤管呈清

亮者判为无菌生长。以不长菌试管的消毒剂最低浓

度判定为-?1值。

结 果

由表,和图,可见，-**/对碘伏的抗性大部

分（占4#"#:）与质控株葡萄球菌相同，仅有,,",:
菌株的-?1高于质控菌株，3"2:菌株低于质控菌

株。-.*/对碘伏的抗性则有#+"8:高于质控菌

株，#A"3:-.*/的 -?1与 质 控 株 相 同，82"#:
-.*/的-?1低于质控菌株。氯已定对甲氧西林

敏感菌株和耐药菌株的抑制作用明显不同于碘伏，

敏感菌株和耐药菌株除少数菌株（占8"3:）外，-?1
均与质控菌株相同（图8）。

表! 碘伏和氯已定对-.*/、-**/及/01123#4的

!
!!!

-?1

-?1
（$@／’）

碘伏菌株数

/01123#4 -.*/ -**/
-?1

（$@／’）

氯已定菌株数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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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3! ! ! !
8!!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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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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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88 ,7
8"3! ! , !
,"83 ! ! !

讨 论

众所周知，具有多重耐药性-.*/的出现与大

图! -.*/、-**/及/01123#4对碘伏的-?1

图" -.*/、-**/及/01123#4对氯已定的-?1
量滥用抗菌药物和控制医院感染措施不当有直接关

系［,］。本研究在8#株 -.*/菌株和,7株 -**/
菌株对氯已定的-?1测定中发现两者对氯已定的

抗性与金黄色葡萄球菌/01123#4基本相同，而在

#4株 -.*/菌 株 与,4株 -**/菌 株 对 碘 伏 的

-?1测定中，发现两者对碘伏的抗性有明显区别，

由此可见，医院在使用氯已定的过程中，并未引起

-.*/和-**/菌株对氯已定抗性的改变，但是，

在使用碘伏的过程中，-.*/菌株对碘伏的抗性有

增强的趋势，其中3"#:菌株对碘伏的 -?1值为金

黄色葡萄球菌/01123#4的8倍，84"A3:菌株对

碘伏的 -?1为金黄色葡萄球菌/01123#4的,"3
倍。-.*/菌株抗性增强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

长时间频繁接触碘伏，微生物对其产生耐受性；二是

-.*/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可能与其对碘伏的抗性

有内在的联系。

*9BCDBE9B，FDGD@DHD［8］报道，在医院消耗葡萄糖

酸氯已定、苯扎氯铵和碘伏不同量的二个时期中，从

内外科患者中分离的假单胞菌和沙雷菌对上述三种

消毒剂的抗性发生变化，在普遍使用葡萄糖酸氯已

定和苯扎氯铵期间，使用推荐浓度的这二种消毒剂，

在短时间内不能杀死许多抗性菌株，而在后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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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碘伏后不仅可杀灭对葡萄糖酸氯已定和苯扎氯铵

具有抗性的菌株，而且这种抗性菌株的数量明显减

少。这一现象表明，随着某种消毒剂普遍使用，细

菌对其耐受性会逐渐增强，而当改用其他消毒剂后，

这种耐受性又可随之消失，且说明几种消毒剂之间

并无产生抗性的内在联系。本研究也表明，长时间

使用碘伏，同样可导致抗性菌株产生，而且，这种抗

性的产生可能与菌株获得对抗生素耐受性有某种内

在的联系。此外，本研究方法参照中国消毒技术规

范［!］，所用金黄色葡萄球菌"#$$%&!’为规范中化

学消毒剂消毒效果监测的质量控制菌株，其抗性强，

遗传稳定。试验结果表明，!()*+,-."菌株 的

,/$高于金黄色葡萄球菌"#$$%&!’。

,-."为医院内感染常见菌，易引起感染爆

发，而且此类菌株具有多重耐药特征［(］，一旦发生

流行，难以控制。所以加强医院消毒的管理，选择适

当浓度，有效的消毒剂对症进行消毒处理，对避免抗

性菌株的产生，控制,-."的传播，控制医院感染

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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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四川省彭州市部分乡镇发生非发热性出疹性疾病爆发的调查

李晓委 杨发文 陈江 罗国金 陈小芳 卓莉 简守云 杨光志 杨杰

彭州市辖*’个镇，全市共有各类学校*L*所，学生共

00’0&!人。本次出疹性疾病爆发涉及(个镇!所中心小学

和0*所村小学。

0)基线调查情况：!疫情报告时间为*PP!年&月*’日

上午J时!P分，检诊时间&月*’日上午J时(&分。调查发

现0&所小学L!0&名在校学生中累计出疹(LL例，罹患率

%)&*+，其中皮疹已消退的*%P例，仍有皮疹的*0L例。"
时间分布：(个镇(LL例出疹者出疹时间为&月’日至%月*
日，主要集中在&月*!#*J日，发病*L*例，占总发病数的

&L)P*+，且发病例数最多的为*L日（%*例），占总发病数的

0!)PP+。另有&!例由于患儿年龄偏小无法清楚回忆其初

始发疹时间（00)00+）。$地域分布：丽春镇0L&例、致和镇

0’L例、隆丰镇’L例、庆兴镇*’例。%人间分布：患者年龄

为&#0(岁，以L#0*岁发病最多，占’!)’%+（(PP／(LL），以&
岁组最低，占P)*0+（0／(LL）；男生**!例，女生*&(例。&
临床表现：皮损部位中面部占J0)0J+（(!&／(LL），双颊为主，

额部发际、耳廓、眼睑亦可见皮疹；上肢（以前臂、手背为主）

占%&)*P+（!00／(LL），其次为下肢、躯干、颈部；体检(LL人，

卡他症状&例，咳嗽*&例；体温正常(%!人，!L)(#!’)&Q0(

作者单位：%00J!P四川省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晓委、杨

发文、罗国金、陈小芳、卓莉、简守云）；彭州市卫生执法监督所（陈

江）；彭州市卫生局（杨光志、杨杰）

例；耳 后 淋 巴 结 肿 大*P例（()0J+），咽 部 充 血!%例

（L)&&+），扁桃体肿大0P例（*)0P+）。’实验室检查：查血

常规LP人，红细胞总数正常%J人，增高0人，占0)(!+；中

性粒 细 胞 正 常(!人，增 高L人（0P)PP+），降 低*P人

（*’)&L+）；淋巴细胞增高(!人（%0)(!+），正常*L人，!!例

检出嗜酸性粒细胞，比值正常；胸透(!人，肺纹理增多*人

（()%&+），其余正常；胸片00人，炎性病变!人（*L)*L+），

正常’人。

*)结果：*PP!年&月’日至%月%日(LL名出疹学生全

部退疹，相关症状和阳性体症均恢复正常。出疹者有学校和

班级聚集现象，同桌者发病几率明显高于未同桌的，证明本

病具有一定传染性，传播途径为飞沫传播或接触传播，疑为

某种病毒，初步诊断为非发热性出疹性疾病。发病为春末夏

初是病毒性疾病发病季节；发病年龄主要集中于L#0*岁学

生，教职员工无发病。大多数被调查的学校，特别是村小学

环境卫生较差，食堂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加之教室学生

密集，通风换气功能差，容易造成呼吸疾病传播，呈现学校和

班级聚集发病特点。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罗湘蜀所长、成都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尹仲良、兰红等老师为本次调查所提供的大力协

助，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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