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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TM: To analyze the result of bacterial culture and
antibiotics sensitivity tests in conjunctival sacs of cataract
patients in China before oper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aseptic preparation of cataract
surgery.
誗METHODS: Database including the VIP Database for
Chinese Technical periodicals, Wanfang database, CNKI
and CBM Disc were searched to collect the relevant
articles about bacterial culture and antibiotics sensitivity
tests in conjunctival sacs of cataract patients in China
before operation. The relative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Meta-analysis.
誗RESULTS: A total of 7 reports with 11499 eyes were
selected. The number of positive specimens of bacterial
culture in non - infectious cataract patients before
operation was 2993(26. 03%) from 11499 specimens G+ C
(86. 40%), G+ B ( 8. 10%), G- B ( 4. 13%) and G- C

( 1郾 37%) constituted predominant bacteria in the
conjunctive sac of cataract patients in China before
operation, mainly staphylococcous epidermidis
( 67郾 30%), staphylococcous aureus ( 12. 53%) and
micrococcus (6. 98%) . Most of them were susceptible to
tobramycin, vancocin, ciprofloxacin and gentamycin,
and improved the tolerance of tobramycin and
ciprofloxacin.
誗 CONCLUSION: Staphylococcous epidermidis is the
most frequent bacteria isolated in the conjunctival sac of
eyes before cataract surgery. Most of themare
susceptible to tobramycin, vancocin, ciprofloxacin and
gentamycin, and improve the tolerance of tobramycin
and ciprofloxacin.
誗 KEYWORDS: conjunctival sacs; bacterial culture;
cataract;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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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系统研究中国白内障人群术前结膜囊细菌构成和

药物敏感情况的变化,为白内障术前无菌化准备提供科

学的理论依据。
方法:计算机检索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
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及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 收集 2004-01 / 2013-09 发表的有关中国人群白内障

结膜囊细菌培养的文献,并辅以手工检索、因特网搜索。
并采用 Meta 分析对所纳入研究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共纳入 7 篇文献,共 11499 眼,白内障患者术前结

膜囊培养阳性率为 26. 03% (2993 / 11499),主要由 G+球

菌(86. 40% )、G+ 杆菌(8. 10% )、G- 杆菌(4. 13% )以及

G-球菌(1. 37% ) 构成。 G+ 球菌主要以表皮葡萄球菌

(67. 30%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12. 53% ) 和 微 球 菌

(6郾 98% )为主。 大多菌株对妥布霉素、万古霉素、环丙沙

星和庆大霉素敏感,对妥布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性有上

升趋势。
结论:白内障术前的结膜囊主要由表皮葡萄球菌构成,对
青霉素和红霉素耐药,大多数菌株对妥布霉素、万古霉

素、环丙沙星和庆大霉素敏感,对妥布霉素和环丙沙星耐

药性有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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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正常人结膜囊有细菌生长,一般多为正常菌群或条

件致病菌。 目前,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使结膜囊细菌的

种类和毒力发生变化,由非致病菌转变为致病菌。 有研

究报道,感染性眼内炎的病原菌 80% 来自患者的结膜囊

内的细菌菌群[1]。 因此,白内障患者术前结膜囊的无菌

化要求,预防术后眼内炎的发生,即使是结膜囊的正常菌

群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摇 摇 本研究拟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对国内从 2004-01 /
2013-09 报道的白内障术前结膜囊细菌培养结果的文献

进行综合分析,以了解中国白内障人群结膜囊细菌检出

率、分布规律以及药物敏感分析。 旨在为白内障术前结

膜囊的无菌化要求提出科学的参考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检索策略:通过计算机检索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及中

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收集 2004-01 / 2013-09 发表的

有关中国白内障人群结膜囊细菌培养的文献,并辅以手

工检索、因特网搜索。 检索关键词为:“结膜囊冶、“细菌

培养冶以及“白内障冶,检索条件为:“精确冶。 文献纳入标

准:(1)2004-01 / 2013-09 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人群白内

障结膜囊细菌培养的一次性文献。 (2)无眼表感染性疾

病。 (3)细菌培养前 1wk 未使用全身及局部抗感染药

物。 (4)细菌培养标本的采集和培养方法相同。 (5)研

究对象为中国大陆地区人群。 文献排除标准:(1)对没

有细菌菌株分类结果的文献予以剔除。 (2)没有细菌菌

株培养数量的文献予以剔除。 (3)对研究对象为非白内

障人群的文献予以剔除。 (4)剔除有重复报道的文献。
1. 2 方法摇 资料提取:由两位研究者对资料进行阅读提

取,隐去文献作者、单位及刊名等易引起主观偏见的内

容,分别阅读所获文献题目和摘要,在排除明显不符合纳

入标准的文献后,对可能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阅读全文,
以确定是否符合纳入标准。 两位研究者相互核对所获的

有异议的文献并讨论解决。 提取文献中有关数据(研究

例数以及结膜囊细菌培养的结果)。
摇 摇 统计学分析:对提取的各研究数据进行拆分,然后合

并的个研究的结果进行综合,使用 SPSS 16. 0 对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用相对数率、构成比表示。
2 结果

2. 1 文献检索结果及评价 摇 初检出 494 篇文献(中国知

网 199 篇,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70 篇,万方数据库 36
篇,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189 篇)。 通过阅读文题、
摘要和全文,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最终纳入 7
篇文献[2-8]。 7 篇文献均报道中国大陆地区白内障术前

结膜囊细菌培养结果,见表 1。

2. 2 结膜囊细菌培养结果摇 白内障患者术前结膜囊培养

阳性率为 26. 03% (2993 / 11499),主要菌类有 G+ 球菌

(86. 40% )、G+杆菌(8. 10% )以及 G-杆菌(4. 13% )。 G+

球菌主要以表皮葡萄球菌(67. 30% )、金黄色葡萄球菌

(12. 53% )和微球菌(6. 98% )为主 。 表皮葡萄球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的平均检出率分别为 17. 16%和 3. 3% 。
2. 3 药物敏感性分析摇 纳入的 7 篇文献结果都认为:结
膜囊细菌大多菌株对妥布霉素、万古霉素、环丙沙星和庆

大霉素敏感,对妥布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性有上升的趋

势,对庆大霉素的耐药率呈现下降趋势,绝大多数的 G+

球菌对红霉素、青霉素耐药性耐药。
3 讨论

摇 摇 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拆分后综合分析,包括

菌种、菌株分布情况,菌种检出率及常见菌构成比。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白内障人群结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26. 03% 。 检出菌类的主要由 G+球菌、G+杆菌以及 G-杆

菌构成,构成比分别为 86. 40% 、8. 10% 和 4. 13% 。 G+球

菌的构成比高于国内张小平的研究结果,可能由于本文

研究的白内障人群年龄较高,泪膜稳定性差,泪液中抗

体、补体及乳铁蛋白等防御功能降低有关[5,9]。 从细菌构

成比来看,G+球菌所占比率最高,其中主要由表皮葡萄球

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构成。
摇 摇 不同研究者的报告结果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能与

各家的医院的技术水平不同,患者的地域、性别、年龄、抗
生素应用情况的差异等有关[10 , 11]。 石明华等[12] 研究认

为春夏季眼科住院患者结膜囊细菌培养率较高,说明结

膜囊细菌培养阳性率与季节有一定的相关性。 有研究认

为,同一作者采用相同取样方法、不同培养基,其结果无

明显差异;而不同作者采用相同取样方法、不同培养基,
结果不同。 因此,还可能还与研究者有关。 在做结膜囊

细菌培养时要选择正确的方法,以利于提高结膜囊细菌

培养的阳性率[13]。
摇 摇 纳入的 7 篇文献均报道,结膜囊细菌大多菌株对妥

布霉素、万古霉素、环丙沙星和庆大霉素敏感,对妥布霉

素和环丙沙星耐药性有上升的趋势,对庆大霉素的耐药

率呈现下降趋势,绝大多数的 G+球菌对红霉素、青霉素

耐药性耐药。 这可能与长期以来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

有关。
摇 摇 目前,表皮葡萄球菌已成为化脓性眼内炎最常见的

致病菌,尤其是在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

后[14],所以在白内障术前结膜囊无菌化准备中,要注意

常见菌的无菌化工作。 应根据结膜囊细菌培养和药物敏

感分析的结果合理的使用抗生素。 在一种抗生素使用效

果不佳时,可以联合两种抗生素使用来达到结膜囊无菌

化的要求。 在术前应用聚维酮碘冲洗结膜囊可以更进一

步的确保结膜囊的无菌化要求[15]。
摇 摇 同时,由于白内障手术的技术在不断的改进、发展、
手术时间缩短, 对于术前眼部的清洗、消毒更不能忽略,
尤其要注意上下睑缘、周围睫毛根部的清洁及结膜囊深

穹隆部的冲洗以及眼睑皮肤的消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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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纳入研究的研究结果 %

研究者
细菌

检出率

细菌分类与构成比

G+球菌 G+杆菌 G-球菌 G-杆菌

常见菌构成比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微球菌

刘梦阳等[3] 55. 7 79. 3 4. 60 1. 60 14. 4 11. 8 79. 30 0
孙士营等[6] 51. 6 81. 4 4. 4 1. 3 12. 9 10. 3 54. 70 0
黄摇 丹等[2] 45. 5 98. 32 0 0 1. 68 20. 2 64. 70 14. 3
刘为杰等[7] 2. 61 99. 32 0 0 0. 68 4. 73 66. 22 23. 65
黄丽萍等[4] 55. 08 87. 29 7. 26 1. 21 5. 45 0. 45 79. 88 6. 96
朱摇 力等[5] 17. 43 65. 57 18. 03 6. 56 8. 2 21. 31 37. 70 0
徐艳鸿等[8] 1. 64 55. 00 40. 00 0 5. 00 5. 00 30. 00 0

摇 摇 因此在结膜囊无菌化准备时,对于不同的患者,结合

患者的一般情况和结膜囊细菌培养的结果,制定个性化的

处理方案。 从而达到最佳的处理方法,避免了不必要的治

疗措施,减少患者的负担。
摇 摇 本文旨在用 Meta 分析的方法,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内

相关单位报道的有关白内障人群术前结膜细菌囊培养的

结果,以了解国内白内障人群术前结膜囊细菌培养的阳性

率,细菌种类和药物敏感性及其变化,为白内障术前结膜

囊的无菌化准备、预防和治疗白内障术后眼内炎提供科学

的理论依据。
摇 摇 本文也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本文纳入的 7 篇文献

来看,多来自大、中城市三甲医院的眼科的数据,没有很好

的代表我国整体的培养结果。 目前,我国偏远地区的白内

障人群的培养结果并没有相关的研究,还有很多医院没有

开展这项工作。 所以,我国白内障人群术前结膜囊细菌分

布情况仍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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