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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记者探访超级细菌监测室

超级细菌，最快两三天可确认
本报记者 郭静 见习记者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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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监测网

还需再完善

据《光明日报》报道，

“耐药基因就像细菌的一件
衣服，所以不是细菌耐药，

而是基因耐药。”军事医学
科学院疾病预防控制所的
所长黄留玉解释说，超级细
菌规范称呼应该是NDM-1

耐药基因细菌。

“微生物要生存，会和
人类永远处在博弈中，耐药
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新耐药
细菌监测对控制耐药方面，

包括对抗菌药合理使用方
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工
作。”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
委员会委员肖永红认为，现
在我国的监测网，达到了对
已经发现的耐药细菌做一
个常规监测的水平。

据肖永红介绍，现有的
监测还需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目前监测已覆盖到170

余家三级甲等医院，而我国
仅三级医院就有七八百家。

“实际上，我国上万家
二级医院至今还没有被纳
入到国家的监测网里。”肖
永红介绍，把二级医院纳入
进来是非常必要的。

滥用抗菌药

严重可致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

日电(记者 李亚红)北京
市卫生局负责人28日称，

抗菌药物是治疗感染性疾
病的有效药，一旦被滥用，

不仅不利于健康，还会给人
体带来严重伤害。因此，希
望广大医务人员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患者应在医生指
导下使用抗菌药物，避免
抗菌药物滥用引发不良反
应和细菌耐药性增强。

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
言人毛羽说，凡超时、超
量、不对症使用或未严格
规范使用抗菌药物，都属
于抗菌药物滥用。滥用抗
菌药物首先会引起细菌的
耐药性。据国家权威医疗
部门统计，我国每年都有
部分患者因抗菌药物使用
不当，引起不良反应致病
住院，也有部分患者因滥

用抗菌药物导致死亡。

超级细菌，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作为全国监

测超级细菌的哨点医院，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工

作？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预防建议？本期

潜新闻，就让我们的记者带您走进济南市中心

医院中心实验室寻找答案。

耐药性强的细菌一直存在，且数量很多
“嘟”，随着工作人员门禁卡的

晃动，济南市中心医院中心实验室

的门应声而开。穿上隔离衣，戴上

鞋套，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进实验
室，眼前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
两侧有各种实验室，实验室门口都

挂着“生物危害”的标志。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

是有害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工

作人员裴凤艳说，人体内有大量微

生物存在，大多数对人体有益，比

如肠道内的一些细菌，会维持肠道

良好的消化环境。

穿过长廊，来到最里面的一间

实验室———“病原微生物学实验
室”，这就是卫生部 9 月份确立的山

东省两个超级细菌监测哨所之一。

该实验室工作人员纪明宇介

绍，所谓的超级细菌，其实就是泛
耐药细菌，这种耐药性强的细菌一
直存在，并且数量很多，比如耐青

霉素的肺炎链球菌，过去对青霉

素、红霉素、磺胺等药品都很敏感，

现在几乎刀枪不入。“这次超级细
菌引起恐慌，主要是发现肠杆菌对

抗生素不敏感了，产生了很强的泛
耐药性，而之前这种细菌并没发现
耐药性。”

发现疑似超级细菌，“主人”立即隔离
实验室里，一位工作人员正在

一台“生物安全柜”前工作，她戴着

口罩、手套，全副武装。

纪明宇介绍，该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菌株培养，“我们平时都会对临床

送来的各种病人标本进行监测，监测
各种细菌的耐药性，并且每三个月或

六个月公布一次各种细菌的耐药率。”

“大家可以放心的是，以我国

目前的监测技术，判定超级细菌并

非难事。”纪明宇说，针对上报的疑
似菌株，可以先进行实验，确定有可

疑性后，再接着做基因测试，“最快两

三天就可以确认是否是超级细菌，

但至今为止还没发现感染病例。”

纪明宇拿出一份卫生部9月29日

下发的监测方案，监测方案要求，全

国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如果发现疑似

超级细菌的耐药情况，如不具备实验
室监测条件，须立即将菌株送至最近

的19家哨点医院。同时，须在12小时

内上报至国家细菌耐药监测网。

一旦发现疑似超级细菌，那么

将在进行确认检验的同时，立即对

其“主人”采取隔离措施，避免细菌

进一步扩散。“这样的监测网络一

定程度上会抗拒潜在的疫情威

胁。”该实验室主任汪运山说。

检测需经四道关，菌株存放双人双锁
在实验室中央的一张桌子上

放着许多红色的圆盒，这是培养细
菌的容器。

“检测是否是超级细菌需要经

过四道程序。”裴凤艳说，首先要从

临床上取患者感染部位的标本，比

如取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痰标本，

然后放在培养基上进行细菌培

养，“就像种花需要土壤一样，这

种培养基也是提供细菌繁殖的土

壤。”

她说，培养出细菌后，就要进

行耐药反应，如果发现疑似耐药性

反应，就会将其送到“临床基因扩

增检验实验室”做基因分析，如果

确认其含有耐药基因，那就可以确
认这个细菌是超级细菌了。

整个监测过程并不复杂，但条

件要求很严格。“比如单纯菌株的

存放就要求放置于-80℃的超低温

环境内，”纪明宇指着一间房间内

的两个大冰柜，“那就是存放菌株

的地方，双人双锁，必须两个人同

时签字才能打开柜子取菌株。”

细菌耐药性与致病性并不成正比
按照监测方案要求，哨点医院对免

疫力低下、危重症、急诊患者、南亚次大

陆来我国就医的人员开展监测工作。

纪明宇说，超级细菌是感染
病，而非传染病，“这是两种截然不
同的概念，之前我们国家对传染病
宣传得比较多，尤其是SARS和甲

流之后，而对于感染病老百姓却知

之不多，其实感染病是一种条件致

病，并不是接触性传染病。”

“耐药性与致病性并不成正

比，并且感染性疾病需要具备一定

的条件。”汪运山打了个比喻，有人

吃了西瓜会拉肚子，但有人就不会。

“细菌感染也一样，同样的细

菌，由于不同的个体免疫力不同会

有不同的反应，由于细菌感染而致

病的还是少数。”汪运山说，“比如

医院内进行侵入性手术，或者体质

较差、免疫力低下的病人，被感染的

可能性较大。一般来说，通过接触或

者空气传播从而感染疾病的可能很

小。因此，大众没必要恐慌。”

他同时表示，超级细菌更让人

可怕的是它背后反映的抗生素滥

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超

级细菌才会真正无敌。”

当记者走出实验室时，“控制医院

内感染，从正确洗手开始”的大标语

映入眼帘。裴凤艳说，“手卫生是很重

要的防护措施，加强锻炼，提高免疫

力，是抵御任何细菌感染的良药。”

超级细菌进入大众视

野，引起部分人的恐慌。我们

能否建立一道抵御细菌侵袭

的监测网络？超级细菌能否

被及时监测？监测过程又是

什么样的？今年9月底，卫生

部在国内设立了19个超级细

菌监测哨点医院，我省济南

市中心医院、齐鲁医院位列

其中。28日，记者走进济南市

中心医院门诊楼5楼的中心

实验室，带您一探这个监测

超级细菌的神秘场所。

工作人员正在打开生物

安全柜。 郭静 李钢 摄

格

相
关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