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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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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采用循证分析的方法系统评价我国大陆地区新生儿院内感染病原体分布情况!为临床控制新生儿医院感染

提供更好的科学依据$方法
!

全面系统检索中国知网"

5WaR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5QN

#&维普"

gR_

#&万方数据库

"

eB,bB,

E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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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进行筛选!使用
3GD<6

软件提取数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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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率的合并计算!

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择合适模型$结果
!

研究共纳入
)/

篇合格文献!新生儿院内感染最常见病原体为葡萄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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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组分析显示'三级和二级及以下等级医院新生儿院内感染最常见病

原体均为葡萄球菌%专科医院最常见病原体为葡萄球菌属!综合性医院最常见病原体为沙门菌属%东部地区医院最常见病原体为

沙门菌属!中部和西部地区医院最常见病原体均为葡萄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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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常见病原体为葡萄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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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常见

病原体为病毒$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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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院内感染最常见病原体为葡萄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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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是引起住院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会

延长患儿的住院时间#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1

'

)因此控制院

内感染对住院新生儿尤为重要#有效的医院感染监控是防止院

内感染的第
$

步&

'

'

#而病原体是监控的重点)据
gB#,

等&

0

'报

道#发展中国家院内感染率较高#且革兰阴性杆菌是最常见的

病原体)本文采用循证研究的方法#在已发表的关于新生儿院

内感染文献基础上#对新生儿院内感染病原体进行分析#以了

解我国新生儿医院感染病原体分布的特点#为新生儿医院感染

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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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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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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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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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检索中国知网$

5WaR

%*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

5QN

%*维普$

gR_

%*万方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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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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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包括+新生儿,*+足月儿,*+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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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合格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手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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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纳入标准
!

$

$

%调查对象为中国大陆地区新生儿(

$

1

%研究设计为观察性调查研究#有医院感染病原体报道的数

据($

'

%有明确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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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排除标准
!

$

$

%重复发表的论文($

1

%无调查医院基

本信息($

'

%以特殊新生儿为研究对象($

0

%文章数据包含两个

及以上不同医院($

2

%调查对象不仅包括新生儿#或仅包括部分

新生儿($

)

%不能提取完整*正确的原始数据($

-

%文章类型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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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筛选
!

根据标准由
1

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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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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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娅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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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主要从事医院感染控制

研究)



先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明显不符合标准的

文献#然后对初筛结果通过查阅全文#最终根据标准决定文献

是否被纳入)此过程由
1

名研究者独立完成#如果
1

名研究者

有不同意见时#则通过讨论或由第
'

名研究者进行评价#仍有

争议者#由专家组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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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质量评价标准
!

由
1

名评价者分别按照下列标准对

文献质量进行评价!$

$

%研究对象的来源描述是否清楚($

1

%数

据是否可靠($

'

%数据统计是否正确($

0

%是否有病原体分离的

标准规程)符合
$

条计
$

分#得
0

分为高质量文献)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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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取方法
!

将全部合格文献进行编号#

1

名评价者

分别独立阅读#通过用
3GD<6

软件建立信息提取表#详细记录

每个研究的基本信息#同时提取有关病原体的数据)阅读后交

换结果#出现意见不一致时#通过讨论或咨询专家解决)对于

同一篇文献报道了多个时间段的研究#则将文献拆分为多个研

究并提取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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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率

的合并程序对合格文献相关数据进行合并计算#根据异质性检

验结果计算
U

1 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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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若
U

1

#

2%X

或
;

%

%&$%

#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合并计算#反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若出现

文献数量过少#不宜采用定量分析#则采用定性分析)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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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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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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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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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

流程图见图
$

#纳入
)/

篇合格文

献
)(

个研究)共涉及
11

个省*直辖市(研究时间为
$(/2

$

1%$1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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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的研究居多(三级医院的文献共
0)

篇#二级及以下等级医院的文献共
11

篇#以三级医院的研究居

多(高质量文献共
1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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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纳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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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病原菌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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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共分离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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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生儿院内感染各病原菌的分布进行合并分析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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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生儿院内感染各病原体总体分布情况
!

细菌参照

+伯杰氏系统细菌学手册,进行属的分类#合并结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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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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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院内感染各病原体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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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葡萄球菌属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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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葡萄球菌属各亚种构

成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如图
'

所示)葡萄球菌属中最常见为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其中以表皮葡萄球菌为主#占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的
0$X

#同时溶血型葡萄球菌也占有较大的比例(

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几乎全部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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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各亚种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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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生儿院内感染病原体分布进行亚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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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医院等级分层分析
!

三级医院最常见病原体依次

为葡萄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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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衣原体数据在三级医院缺失(病毒*产

碱杆菌*黄杆菌*李斯特菌*痢疾杆菌*沙雷菌*沙门菌*微球菌

数据在二级及以下等级医院缺失#见图
0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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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院内感染各病原体在不同等级

医院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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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医院性质分层分析
!

专科医院最常见病原体依次

为葡萄球菌属&

''X

$

(2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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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产碱杆菌*黄杆菌*李

斯特菌*痢疾杆菌*沙门菌*衣原体在专科医院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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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医院地区分层分析
!

东部地区最常见病原体依次

为沙门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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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最常见病原体依次为葡萄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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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常见病原体在各

省市的分布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属在云南的分布率

最高#葡萄球菌属在上海最高#克雷伯菌属在福建省最高#真菌

在新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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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同调查时间段分层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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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病原体依次为葡萄球菌属&

0'X

$

(2X?U

!

1-X

$

)%X

%'*沙

门菌属&

'1X

$

(2X?U

!

%X

$

)/X

%'*不动杆菌属&

$)X

$

(2X

?U

!

'X

$

1(X

%'(

1%%%

$

1%$1

年最常见病原体依次为病毒

&

0'X

$

(2X?U

!

%X

$

//X

%'*葡萄球菌属&

1/X

$

(2X?U

!

11X

$

'0X

%'*真菌&

$/X

$

(2X?U

!

$0X

$

11X

%'#见图
2

)

图
2

!!

新生儿医院感染各病原体在不同时间段的分布情况

A&C

!

各部位常见感染病原菌
!

合格文献中共有
0

篇文献给出

了各个部位感染的病原菌)数据显示#呼吸道院内感染常见病

原体为克雷伯菌和肺炎链球菌(消化道常见病原体为沙门菌(

泌尿道常见病原体为变形杆菌和大肠埃希菌属(血液常见病原

体为大肠埃希菌属和产气肠杆菌(皮肤黏膜常见病原体为大肠

埃希菌属*葡萄球菌和真菌)

B

!

讨
!!

论

医院感染#尤其是新生儿医院感染#是当今医院管理工作

中遇到的重大挑战)现有的医院感染控制标准在各个国家是

不相同的#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也是不同的#因此

通过此次系统综述了解我国新生儿院内感染病原体的分布情

况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葡萄球菌属是新生儿院内感染中最常见

的病原体#其中最常见的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5WP

%#由于

近年抗生素广泛使用#插入诊疗操作增多#引起
5WP

院内感染

日益增多&

2

'

#已成为院内感染主要病原菌之一)另外#

5WP

以

表皮葡萄球菌为主#与国内外文献报道一致&

)

'

)金黄色葡萄球

菌是最常见的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与报道一致&

-

'

)另有研究

发现#葡萄球菌成为皮肤黏膜中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与国内

外报道基本一致&

/

'

)因此#新生儿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医务人

员需加强对致病微生物的管理#特别是葡萄球菌属的管理和监

测#防止和避免严重医院感染的发生#从而保证新生儿的健康

与安全)

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枸橼酸杆菌属*变形杆菌属*真菌在两

不同等级医院之间差异明显(沙雷菌属*枸橼酸杆菌属*真菌*

病毒在两性质医院之间差异明显(微球菌属*沙门菌属*枸橼酸

杆菌属和病毒在各地区医院之间差异明显)可能是因为这
'

个地区的环境*经济的影响#克雷伯菌属*不动杆菌属和变形杆

菌属在各时间段差异明显#而克雷伯菌属分布率在近十几年明

显增加#本研究结果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

(

'

#克雷伯菌

属在院内感染病原体中分布率逐年升高#近年来已成为院内感

染最常见病原体之一)

值得注意一点#在本研究中未提到厌氧菌#这并不代表厌

氧菌不会引起新生儿院内感染#国内大部分医院未进行厌氧菌

的培养分离#其中包括大部分三级医院)厌氧菌的培养条件严

格#技术要求高#而且各医院的检出水平差异较大#因此本次未

纳入厌氧菌)

研究结果显示#引起各部位医院感染的病原体是不同的#

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体是肺炎克雷伯菌#这与文献报道一

致&

$%.$1

'

(但也有文献报道#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病原体为铜绿假

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此次纳入的

合格文献数量太少或者是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消化道感染常

见病原体是沙门菌#文献曾多次报道由沙门菌引起的新生儿医

院感染暴发流行&

$'

'

(泌尿道感染常见病原体是变形杆菌和大

肠埃希菌属#由于新生儿泌尿器官还未发育成熟#加上抗生素

的不合理使用和各种侵入性操作#变形杆菌成为泌尿道感染的

常见病原体)血液感染常见病原体是大肠埃希菌属和产气肠

杆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这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0

'

(皮肤黏

膜感染常见病原体是大肠埃希菌属*葡萄球菌和真菌#口腔黏

膜主要由真菌引起的鹅口疮#脐部感染主要由葡萄球菌引起)

由于对引起各部位医院感染的病原体方面的研究较少#所以此

次的结果仅作为参考#以后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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