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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产超广谱
!

0内酰胺酶细菌的季节性规律!为产超广谱
!

0内酰胺

酶细菌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利用集中度与圆形分布法!对 %&!% ?%&!+ 年产超广谱
!

0内酰胺酶

细菌的季节性趋势进行分析) 结果"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产超广谱
!

0内酰胺酶细菌检出的集中度为 @A

&B(',!通过圆形分布法发现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产超广谱
!

0内酰胺酶细菌检出的高峰日为 , 月 !- 日) 检出高

峰时期为 !'. C!检出高峰时间段为 - 月 % 日?!& 月 (& 日) 结论"该院产超广谱
!

0内酰胺酶细菌具有一定

的季节性趋势!应在该时段加强防控工作!避免医院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集中度*"圆形分布法*"超广谱
!

0内酰胺酶*"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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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超广谱
!

0内酰胺酶%<PJ<>C<C0HQ<8JLN2

!

05380

J323H<H!1RSTH&细菌是医院内常见的致病菌!其产

生的条件主要是随着广谱抗菌药物尤其是第 ( 代头

孢菌素在临床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得革兰阴性菌产

1RSTH!造成细菌耐药性增加!且产 1RSTH是可以在

同种或者异种细菌中进行传递!并引起医院感染的

暴发!给临床抗菌药物的治疗与医院感染的控制与

预防造成了极大困难#!$

) 目前由于各地使用的抗

菌药物种类不同!产 1RSTH细菌的基因型以及耐药

性也不尽相同!因此其造成的感染趋势也有差别#%$

)

为了更好地了解本地区产 1RSTH细菌的流行趋势!

本研究利用集中度与圆形分布法对我院 %&!%0&! ?

%&!+0!% 检出的产 1RSTH细菌进行分析!找出其季

节性特征!旨在找出产 1RSTH细菌季节性特征!从

而为科学制定产 1RSTH细菌防控措施并预防医院

感染的发生提供可靠依据)

D<资料与方法

DED<一般资料<收集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0&! ?

%&!+0!% 产1RSTH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奇

异变形菌以及产酸克雷伯菌的菌株!在剔除重复菌

株后!对其进行登记以及反馈) 细菌培养与菌种鉴

定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第 ( 版&进行常

规培养!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ÈV%&\1鉴定系

统的培养基进行菌种鉴定)

DEF<方法

!B%B!"集中度的应用方法"集中度主要是用来表

示季节性强弱的集中趋势指标!将各月检出产1RSTH

细菌例数与全年检出产 1RSTH总例数计算比值!将

其带入以下公式'@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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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中!@表示集中度!D表示离散度!D

P

代表

b轴方向的离散度!D

:

代表 c轴方向的离散度!L

4

代表月检出例数与全年检出总例数之间的比值!4

代表月份) @值的取值范围在 & ?! 之间!@数值说

明产1RSTH细菌检出情况'&B.以上时说明有严格的

季节性*&B+& ?&B.& 说明有很强的季节性*&B*& ?

&B+& 说明有较强的季节性*&B(& ?&B*& 说明有一定

的季节性*在 &B(& 以下说明分布比较均匀!无季节

性趋势)

!B%B%"圆形分布法的应用方法"圆形分布法主要

是将呈现周期性分布的资料可以看作一个圆!进而

通过函数变换将原始角度数据线性化并进行分析的

一种统计学方法) 将 ! 年 (-* 天看为一个整圆!即

(-&d!其中 ! C对应的度数为 &B.,-d!月中值则为每

月中旬!换算成对应的角度则为月中位角!如 ! 月份

月中值为 !*B* C!则中位角为 !*B%,,d!并以此类

推!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PA

!

Oe8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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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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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L!HA!,&F

#槡)%5>L) 以上公式中!O为每月产 1RSTH细菌检

出例数!

"

为月中值!L为圆形分布法集中趋势值!P

和:分别代表
"

对应的P轴和:轴坐标) 对发病季

节高峰期的平均角%

"

&以及标准差%H&求出之后使

用
"

f!B.-H代表检出高峰期的时间段!由此可以证

明圆形分布法的标准差H值越大!其集中趋势值L值

越小!角的数值也越分散!检出例数的季节性分布随

之减弱!而标准差 H值越小!集中趋势值 L值越大!

表示角的数值越集中!其检出例数的季节性越强)

DEG<统计学方法<应用 1P8<5%&&( 办公软件对资

料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使用集中度和圆形分布法

对产1RSTH的季节性分布强度进行分析)

F<结果

FED<集中度分析结果<产 1RSTH细菌的季节性分

布强度'根据 %&!% ?%&!+ 年各月间的检出例数计算

出每年中每个月的平均检查例数!并将L值带入到集

中度公式中可以得出离散度与集中度!D

P

A)&B%'*!!

D

:

A)&B!%&-!@A&B(',!说明我院产 1RSTH细菌

检出情况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FEF<圆形分布法分析结果<产 1RSTH细菌的季节

性分布强度'%&!% ?%&!+ 年!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产

1RSTH细菌圆形分布月平均角的计算结果见表 !)

根据表 ! 计算得出 H4>

"

A)&B+&'!89H

"

A)&B('-!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

位于第三象限内!根据计算得出
"

A%%'B+'.d!根

据角度换算成日期!%%'B+'. e(-*F(-& A%%+B,+&!

即 ,月 !-日) 平均角标准差 !'+B*'-d!检出高峰时期

为 !'. C!检出高峰时间段为 -月 %日?!&月 (&日)

表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 ?%&!+ 年产1RSTH细菌月检出构成比与平均角计算结果

月份 频数%O& L 月中值%C& 月中位角%d& 弧度%L3C& H4>

"

89H

"

Oe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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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89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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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B* %,'B*', 'B.-- )&B.-, &B%*! )!&+B'', %+B,-!

!! !&, &B&++ (!.B& (!'B-(& *B'.! )&B+!% &B+&( )+-B,.- +*B.%'

!% !&. &B&++ ('.B* (''B+!% -B&!- )&B%-' &B.-* )%,B++- !&*B!,*

合计 !'&+ ) ) ) ) ) ) )(&B'.% )'%B'-,

G<讨论

GED<集中度和圆形分布法是近年来应用于传染病

时间趋势以及季节性资料较多的方法!由于集中度

和圆形分布法可以综合全年各月的发病情况!并较

为真实直观地反映疾病在全年中的集中程度!并且

结果的判定与样本大小无关#(!'$

) 产 1RSTH细菌是

一类能水解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以及单环
!

0内酰

胺类抗菌药物的
!

0内酰胺酶!可以导致细菌对多种

!

0内酰胺类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随着近些年产

1RSTH细菌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多!已经成为了医院

内耐药问题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 产 1RSTH细菌

由于其特殊的耐药性!如果造成医院感染的发生!对

医疗质量的影响较为严重!因此对产 1RSTH细菌检

出情况以及检出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测是十分必要

的#+ ?.$

) 本研究利用集中度与圆形分布法对我院

%&!%0&! ?%&!+0!% 检出的产 1RSTH细菌进行分析!

不仅得出了产1RSTH细菌具有季节性流行趋势!还

能够将检出情况集中趋势量化!也可以直观地反映

出近几年平均发病高峰日以及高峰期#!&$

)

GEF<本研究提示!我院产 1RSTH细菌检出的集中

度为@A&B(',!说明我院的产1RSTH细菌具有一定

的季节性!通过圆形分布法发现我院产1RSTH细菌检

出的高峰日为 , 月 !- 日!检出高峰时期为 !'. C!检

出高峰时间段为 - 月 % 日 ?!& 月 (& 日) 结果显

示!我院产 1RSTH细菌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流行规

律!其主要的检出时间段为夏季至秋季初!因此需要

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在该时间内采取相应的控制措

施!加强医护人员医院感染(多重耐药菌以及消毒隔

离的培训!并加强此时院内医院感染的宣教工作!从

而有效控制产 1RSTH细菌造成的医院感染流行和

暴发) 本研究结果提示!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一定要

针对不同季节制定不同的预防性监测措施!并且定

期检查!使用荧光标记法对临床科室的环境卫生清

洁情况进行抽查!特别是要将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

纳入全院医疗质量检查体系!加强抗生素临床管理!

从而提高临床医护人员防控意识!从而减少产1RSTH

细菌在院内发生定植以及交叉感染的发生)

GEG<集中度法可以较为直观地观察全年各月产1RSTH

细菌的检出情况!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检出情况的季

节性!分析方法简便易行!是分析季节性分布的一种

简便方法!但是此方法并不能直接反映出疾病的发

病高峰时间点及发病高峰时间范围!而圆形分布法

则可以弥补集中度法的缺陷!其不仅可以反映检出

情况的季节性集中趋势还可以估算出检出情况的高

峰时间点以及高峰时间段!但其结果受到样本量的

影响较大!并且只适用于 ! 年内只有 ! 个高峰的情

况#-!!!$

) 在本研究中!由于我院地处北方!产 1RSTH

细菌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季节性!主要原因可能与当

地气候特点有关!夏季高温易于细菌繁殖生长!秋季

昼夜温差大!都有可能造成相关耐药菌感染的发

生#!%$

) 由于我院地处祖国北端!昼夜温差大!室内

外气温相差较大!这对我院院内环境控制措施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特别是本地区产 1RSTH细菌检出情

况较其他地区高!而产 1RSTH细菌的流行也受到当

地医院感染控制措施执行力度(患者病情等多因素

影响!且不同月份医院人工环境条件如感染控制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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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温度与湿度的高低变化可能对多重耐药菌感染

的时间分布特征造成一定影响#!(!!'$

) 本研究虽能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院产 1RSTH细菌的检出情况

具有一定季节性趋势!但所纳入的数据仅限于一家

医疗机构!在今后的研究中为更好地证明此种结论!

应收集本地区所有医疗机构的产 1RSTH细菌检出

情况!加大样本量!使结果更准确#!*$

) 另外本研究

仅研究了 %&!% ?%&!+ 年产1RSTH细菌的检出情况!

并没有时间跨度更长的数据!这也是今后研究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院产 1RSTH细菌具有一定的季节

性趋势!应在该时段加强防控工作!在检出流行趋势

来临之前要加强医院感染和多重耐药菌的监测!避

免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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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磷化铝中毒 - 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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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河南!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 郑州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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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刘翠华%!.-- )&!女!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儿童肾脏风湿疾病的诊治) 102345'58K58K!%(6!%-#892

"""摘要#"目的"分析儿童磷化铝中毒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情况) 方法"回顾性分析 %&!*0&+ ?%&!,0&- 在

该院确诊的 - 例磷化铝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例患儿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岁 * 个月 ?!& 岁)

患儿均有呕吐(精神差!年龄较大者自诉有头晕!其中 % 例%年龄均为 ! 岁 - 个月&合并心力衰竭) 入院后经综

合治疗!' 例学龄期儿童 ! 周左右病情缓解出院!% 例婴幼儿抢救无效家属放弃治疗) 结论"儿童磷化铝中毒

临床表现不典型!婴幼儿病死率高!心血管系统损伤是主要死亡原因!目前无特效治疗方法!预防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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