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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省已设超级细菌检测点
超级细菌目前只在医院内感染，无交叉感染病例
本报记者 郭静

10月26日，我国发现三例感染超级细菌病例，超级细菌登陆中国大陆，这让很多人感觉

它离自己已不远。超级细菌是否可控？民众该怎样防护？我省在应对超级细菌中表现如何？27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疾控中心细菌所专家。专家表示，目前这种细菌只是在医院内感染，尚

未发现社区感染病例。另外专家提醒，一定要慎用抗生素。

“这种细菌叫‘超级耐药细

菌’更合适。”10月27日下午，省疾

控中心细菌所所长毕振旺告诉记

者，这种细菌不是某种细菌，而是

携带一种特殊基因的细菌，这种

基因就是NDM-1耐药基因。

这种基因可以存在于多种细

菌内，因此感染超级细菌的患者

并没有固定的临床病症，“如果在

胃肠道细菌中，可能就是胃肠道

病的表现，如果在呼吸道细菌中，

那就是呼吸道感染的病症。”

“这正是超级细菌的可怕之

处。”省中医副院长、主任医师张

伟说，它不像甲流等传染病一样

主要在人与人之间传播，NDM-1

基因能够在细菌之间传递，一旦

细菌获得这一基因，就能合成一

种酶，让绝大多数抗生素失去效

力。“这将会导致更多超级细菌出

现，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耐药基因或导致更多超级细菌出现

毕振旺介绍，最初发现的感染

患者是在印度医院内，目前发现的

感染病例也均是在医院内，人群中

交叉感染的病例还没有出现。

“因此，现在来看在人群中扩

散的可能性不大。”毕振旺说。尽

管如此，由于其超级耐药性，一旦

感染后治疗难度很大。“根据目前

药物研发的速度，要研制出可以

用于临床的抗超级细菌药差不多

要十年，因此寄希望于新药研发

来治疗不太现实。”

张伟也赞同这种观点，但他认

为，作为超级耐药的细菌，还是具

备一定传染性。因此他建议体质较

弱的儿童、老年人等尽量少去公共

场所，如果去医院要做好防护隔

离。另外，在住院期间注意个人卫

生、预防手术感染等。同时，由于超

级细菌主要针对免疫力较低的人

群，因此增强体质非常重要。

在人群中扩散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我省疾控中心已经跟

国家疾控中心建立联络互动，检

测超级细菌的设备已经准备齐
全，一旦需要将会立即启动。”毕

振旺说，另外针对实验室现有菌

株，也可以进行检测试验，但他估

计检出率比较低。

另外对于细菌的检测，“目前有
10种法定细菌传染病是固定检测病

种，属于常规检测内容。”但一般是检

测病原体的省内分布情况以及变异

情况，至于细菌耐药性的检测，毕振

旺说，可能多是在临床上进行。

济南市中心医院中心实验

室是卫生部设立的超级细菌检

测的19个哨点医院之一。据该实

验室主任介绍，其实早在超级细

菌被热炒之前，这个基因就已经

存在了。“8月份，英国一篇学术

论文，把超级细菌推进了大众的

视野。其实之前在专业领域已经

有所研究了。”

据悉，我国现有的关于细菌

耐药性的监测已经覆盖到各省

市，但大多是在三甲医院开展，数

目庞大的二级医院还没有被纳入

到国家的监测网中。

我省检测超级细菌设备齐全

慎用抗生素，不要动辄输液
省疾控中心细菌所所长毕

振旺说，之前出现过类似的超级

耐药细菌，比如肠杆菌、肠球菌

等。此次NDM-1的发现，再次敲

响了人类公共健康的警钟，“这

也凸显了我们滥用抗生素的严

重性和危害性。”

省中医副院长、主任医师张

伟强调，要预防超级细菌，除了

提高免疫力，同时要合理使用抗

生素。“一般性的感冒，早期的话

尽量不要输液，因为感冒早期往

往是病毒引起的，可以服用抗病

毒药或中药治疗。”

同时他提出几条避免滥用

抗生素的建议。一是不要到药店

自己购买抗生素类药品，一定要

有医生指导；二是家庭药箱中的

药也要在医师指导下服用，因为

有些药不一定适合自己；三是遵

循治疗疾病的疗程，不要急于求

快，尽量不要联合使用抗生素。

本报记者 郭静

药理专家解析超级细菌四大特征。

解析一

目前未发现

绝对有效药物

解析二

必须认识到

抗生素具有两面性

解析四

极担心载体变成

高致病性细菌

解析三

绝不会像流感

大规模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