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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analyze the pathogens and drug sensitivity of
chronic dacryocystitis in order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clinical drug use.
誗METHODS: Lacrimal secretion of 171 cases with chronic
dacryocystitis was sampled for pathogenic bacteria culture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test.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isolation rate of pathogens strains, the
pathogens kind of chronic dacryoeystitis, main pathogens
of chronic dacryocystitis, and sensitive drug for
pathogens were analyzed.
誗RESULTS: The isolation rate of pathogens strains was
76. 61% ( 131 cases ) . The pathogens constituting the
chronic dacryocystitis were predominantly gram-positive
coccus,the percentage was 72. 52% (95 cases), among
which staphylococcus hominis occupied 27. 48% ( 36
cases),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16. 79% (22 cases),
streptococcus viridans 12. 98% (17 cases) . The majority of
these bacteria were sensitive to cefoperazone-sulbactam,
tobramycin, gentamicin and levofloxacin. For gram -
positive coccus, cefoperazone - sulbactam, gentamicin
and tobramycin were the most sensitive drug. For gram-
negative bacilli, cefoperazone - sulbactam, tobramycin
and levofloxacin were most sensitive drug.
誗 CONCLUSION: Staphylococcus hominis is the main
pathogen of chronic dacryocystitis, tobramycin can be
used as the first choice for local treatment of chronic
dacryocystitis.

誗 KEYWORDS: chronic dacryocystitis; gram - positive
coccus; gram - negative bacilli; drug sensitivity
test; anti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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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慢性泪囊炎致病菌和药物敏感性的现状,为临

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对 171 例慢性泪囊炎患者的泪囊分泌物取样,做病

原菌培养鉴定及药物敏感试验。 针对结果分析慢性泪囊

炎致病菌菌株的检出率,慢性泪囊炎致病菌菌种种类,慢
性泪囊炎的主要致病菌,大多数致病菌对何种药物敏感。
结果:慢性泪囊炎的致病菌检出率为 76. 61% (131 例)。
革兰阳性球菌构成慢性泪囊炎的主要致病菌,占 72. 52%
(95 例),其中人葡萄球菌占 27. 48% (36 例),表皮葡萄球

菌占 16. 79% (22 例),草绿色链球菌占 12. 98% (17 例)。
大多数致病菌对头孢哌酮 / 舒巴坦、妥布霉素、庆大霉素、
左氧氟沙星敏感,其中革兰阳性球菌中对头孢哌酮 / 舒巴

坦、庆大霉素、妥布霉素最为敏感,革兰阴性杆菌对头孢哌

酮 / 舒巴坦、妥布霉素、左氧氟沙星最为敏感。
结论:人葡萄球菌成为慢性泪囊炎的主要致病菌,妥布霉

素可作为治疗慢性泪囊炎的首选局部用抗生素。
关键词:慢性泪囊炎;革兰阳性球菌;革兰阴性杆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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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慢性泪囊炎是眼科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在鼻泪管下端

阻塞,泪囊内有分泌物滞留的基础上发生[1],过去认为常

见致病菌为肺炎球菌、链球菌、葡萄球菌等[2]。 近些年来,
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慢性泪囊炎的致病

菌发生了较大变化[3-5]。 而掌握慢性泪囊炎最新的致病

菌分布情况,才能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达到更理想的治

疗效果。 为研究慢性泪囊炎致病菌和药物敏感性的现状,
为给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我们选取 2013-04 / 2014-04
在我院治疗的慢性泪囊炎患者中筛选出 171 例,对泪囊分

泌物进行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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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取 2013-04 / 2014-04 在我院治疗的慢性泪

囊炎患者中筛选出 171 例,男 23 例,女 148 例,年龄 7 ~ 80
岁。 病史数年 ~ 数十年不等。 患者均表现为溢泪、流脓,
挤压泪囊部有脓液溢出,眼科检查排除其他相关眼病。 所

有患者均未用过药物治疗或停用抗生素 1wk 以上。 脓液

标本均为泪囊分泌物,所有标本均来自泪道科住院部。
1. 2 方法

1. 2. 1 脓液标本采集摇 对诊断为慢性泪囊炎的患者,先用

无菌生理盐水冲洗结膜囊,无菌棉签拭去眼表分泌物,然
后行泪道冲洗,把泪囊内的分泌物冲入结膜囊,用无菌棉

拭子采集反流脓液,立即装入无菌试管中送检。
1. 2. 2 细菌与真菌培养摇 将采集的脓液分别常规接种于

血琼脂平板、巧克力平板及真菌彩色培养基。 其中,真菌

彩色培养基放入真菌保温箱中培养与鉴定;血琼脂平板、
巧克力平板放入电热恒温保温箱中培养。 若有细菌生长,
则挑取可疑菌落,行革兰染色涂片,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细菌形态与染色性质,以初步确定鉴定方向,然后采用

DL-96 细菌测定系统[6]进行细菌培养及菌株鉴定。 细菌

与真菌培养的整个过程,从取出试管中标本、涂于高压灭

菌后的培养基及放入保温箱等一切操作均在无菌条件下

进行。 本次研究未进行厌氧菌培养。 细菌鉴定参照《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7]的检验程序进行操作。
1. 2. 3 药物敏感试验摇 使用 DL-96 细菌测定系统对不同

细菌采用不同的药敏测试卡。 对于卡片上没有而临床又

需要的药物,则增加手工药物敏感性监测方法进行补充。
按操作指南分别测定头孢哌酮 / 舒巴坦、头孢唑啉、青霉

素、妥布霉素、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氯霉素、利福平、红
霉素 9 种 药 物 的 最 小 抑 菌 浓 度 (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2010 版

标准进行药敏分析。
2 结果

2. 1 致病菌菌株种类摇 选取 171 例送检标本中,131 例标

本的致病菌菌株阳性,检出率为 76. 61% 。 本研究同一病

例均检出一种致病菌。 131 例被送检患者慢性泪囊炎致

病菌菌种的分布情况见表 1。
2. 2 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摇 送检菌 131 例中除 2 例真菌

外,对 129 例细菌标本做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见表 2。
3 讨论

摇 摇 慢性泪囊炎是眼科常见病、多发病。 患者有溢泪、溢
脓等症状并可导致角膜溃疡、内眼术后感染等并发症的发

生,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8-10]。 既往治疗慢性泪囊炎的方

法包括鼻泪管疏通和新泪道重建两类[11],这些方法在术

前、术后均需合理地选择抗生素,并且有一些非手术患者,
更需要合理用药。 因此,明确慢性泪囊炎致病菌和药物敏

感性的现状,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 虽然临床上可以根据

病史与体检作出一定的推断,但致病菌培养与药物敏感性

试验是辨别致病菌种类的最确切手段。 本研究对真菌感

表 1摇 被送检患者 131 例慢性泪囊炎致病菌菌种的分布情况

致病菌种类 例数 百分比(% )
革兰阳性球菌 95 72. 52

人葡萄球菌 36 27. 48
表皮葡萄球菌 22 16. 79
草绿色链球菌 17 12. 98
金黄色葡萄球菌 7 5. 34
腐生葡萄球菌 3 2. 29
木糖葡萄球菌 3 2. 29
溶血葡萄球菌 2 1. 53
口腔链球菌 1 0. 76
无乳链球菌 2 1. 53
头状葡萄球菌 1 0. 76
缓症链球菌 1 0. 76

革兰阴性杆菌 28 21. 37
类产碱假单胞菌 6 4. 58
液化沙雷菌 4 3. 05
臭鼻克雷伯菌 3 2. 29
鲍曼不动杆菌 2 1. 53
大肠埃希菌 2 1. 53
肺炎克雷伯菌 3 2. 29
产气肠杆菌 1 0. 76
铜绿假单胞菌 1 0. 76
黄杆菌 1 0. 76
深红沙雷氏菌 1 0. 76
弗劳地枸橼酸杆菌 1 0. 76
粘质沙雷菌 1 0. 76
洛非不动杆菌 1 0. 76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1 0. 76

革兰阳性杆菌 5 3. 82
假白喉棒状杆菌 4 3. 05
产单核李斯特菌 1 0. 76

革兰阴性球菌 1 0. 76
卡他布兰汉菌 1 0. 76

真菌 2 1. 53
白色念珠菌 1 0. 76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1 0. 76

染病例的检出,有效避免了长期滥用广谱抗生素的盲目
性,提高了真菌治疗的准确性,从而更早地为临床用药提
供指导。
摇 摇 本研究慢性泪囊炎的致病菌检出率为 76. 61% (131
例),比戴青等[12]报道慢性泪囊炎的检出率 80% 略低,我
们分析认为这可能与我们未行厌氧菌的培养有关。 本研
究中,革兰阳性球菌构成慢性泪囊炎的主要致病菌,占
72. 52% (95 例),其中人葡萄球菌占 27. 48% (36 例),所
占比例最高。 刘先宁等[13]报道表皮葡萄球菌所占比例最
高,与本研究结果不符,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地域和气候
差异所致。 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慢性泪囊炎的菌群较之
前发生了较大变化,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如人葡萄球
菌、表皮葡萄球菌、腐生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头状葡
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已成为慢性泪
囊炎的主要致病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消化链
球菌等已不再占致病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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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2摇 129 例细菌标本对 9 种药物的敏感性试验结果

药物种类
革兰阳性球菌

敏感例数 敏感率(% )
革兰阴性杆菌

敏感例数 敏感率(% )
头孢哌酮 /舒巴坦 94 98. 94 27 96. 43
头孢唑啉 77 81. 05 16 57. 14
青霉素 12 12. 63 1 3. 57
妥布霉素 83 87. 37 26 92. 86
庆大霉素 85 89. 47 25 89. 29
左氧氟沙星 81 85. 26 26 92. 86
氯霉素 46 48. 42 20 71. 43
利福平 52 54. 73 8 28. 57
红霉素 39 41. 05 6 21. 43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注:因革兰阴性球菌、革兰阳性杆菌例数少,故未列入表中分析。 因患者考虑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经济问题,故未做真菌药物敏感性试验。

摇 摇 在药物敏感性试验方面,大多数致病菌对头孢哌酮 /
舒巴坦、妥布霉素、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敏感,其中革兰

阳性球菌中对头孢哌酮 / 舒巴坦、庆大霉素、妥布霉素最为

敏感,革兰阴性杆菌对头孢哌酮 / 舒巴坦、妥布霉素、左氧

氟沙星最为敏感。 由于头孢哌酮 / 舒巴坦没有眼用制剂,
只能作为慢性泪囊炎患者的全身用药,妥布霉素可作为治

疗慢性泪囊炎的首选局部用抗生素。 但是要避免药物的

滥用,防止耐药率上升。 本研究结果显示,过去药物敏感

率较高的氯霉素,现敏感率已明显降低。 因此临床上对慢

性泪囊炎患者的耐药情况应有足够的重视,在应用抗生素

之前,应尽早做致病菌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合理选择

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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