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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重耐药微生物的不断出现和播散，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主要健康问题，且成为重要的医疗经济和精神
负担。
我国是多重耐药微生物的重灾区，加强多重耐药微生物的监测和防治策略研究，是摆在卫生管理部门
和医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本书系统介绍了多重耐药微生物产生的原因、最新的流行趋势，以及国内外多重耐药微生物诊治的典
型病例和经验，全面阐述了耐药机制、标准的检测和监测方法及检测技术，提出了预防和治疗策略。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现多重耐药微生物的最新监测、防治进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前瞻
性和实用性。
希望本书能够真正为医务工作者认识多重耐药微生物，并系统监测和规范防治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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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斌，数学智优生教育专家，在华东师大讲授“数学方法论”课程；国家队主教练，指导多名学
生获得国际奥赛金牌；参加各类考试的命题工作数十次；解题方面的代表作有《解题高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重耐药微生物及防治对策>>

书籍目录

第一篇 细菌
　第1章　多重耐药菌概述
　 第一节　多重耐药菌的定义
　 第二节　多重耐药菌的危害性
　 一、社会危害
　 二、费用增加
　 三、可能的生物武器
　 第三节　多重耐药菌快速增加的原因
　 一、不合理使用和滥用广谱抗生素
　 二、细菌耐药蔓延迅速
　 三、对耐药菌监测不力
　 四、多重耐药菌感染控制困难
　 五、易感人群的增加
　 六、耐药共生菌的作用
　 七、个人及公共卫生的作用
　 第四节　多重耐药菌被特别关注的原因
　 一、多重耐药菌成为感染主流
　 二、临床治疗的担忧
　 三、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全球共同应对多重耐药菌
　 四、细菌与抗生素之间的斗争无止境
　 第五节　多重耐药菌产生的背景
　 一、自然界广泛存在的耐药基因
　 二、抗生素筛选并进化多重耐药菌
　 第六节　防治多重耐药菌的紧迫性
　第2章　全球关注的多重耐药菌
　 第一节　多重耐药的革兰阴性病原菌
　 一、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二、多重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
　 三、产生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四、产AmpC酶的肠杆菌属
　 五、产碳青霉烯酶的细菌
　 六、多重耐药的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七、多重耐药的艰难梭菌
　 八、多重耐药的肠道病原菌
　 九、多重耐药的淋病奈瑟菌
　 第二节　多重耐药的革兰阳性病原菌
　 一、多重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二、多重耐药的肠球菌
　 三、多重耐药的肺炎链球菌
　 四、多重耐药的结核分枝杆菌
　第3章　多重耐药菌的流行及趋势
　 第一节　多重耐药革兰阳性菌的流行
　 一、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流行
　 二、万古霉素不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流行
　 三、万古霉素不敏感肠球菌的流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重耐药微生物及防治对策>>

　 四、多重耐药肺炎链球菌的流行
　 第二节　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的流行
　 一、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菌株的流行
　 二、产AmpC酶的肠杆菌的流行
　 三、产碳青霉烯酶的革兰阴性杆菌的流行
　 四、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和不动杆菌的流行
　 五、多重耐药嗜麦芽寡养单胞菌的流行
　 六、多重耐药艰难梭菌的流行
　　　⋯⋯
第二篇　真菌
第三篇　病毒
第四篇　寄生虫
附录A　缩略词一览表
附录B　常用抗生素一览表
附录C　消毒剂及常用消毒方法一览表
附录D　多重耐药菌监测的相关网址
附录E　常用耐药基因的引物一览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重耐药微生物及防治对策>>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四节 细菌细胞膜通透性改变细菌外膜是由高度疏水的脂质双层和孔道形成蛋白组成
的，能够作为屏障为细菌提供保护并且对细菌生长繁殖所需的必要物质与外界进行交换。
抗生素若要发挥抗菌作用必须通过细菌外膜而到达作用位点进而发挥抗菌作用，因此细菌外膜的特性
及其与抗生素间的理化特性关系对于细菌的抗生素敏感性有重要影响。
目前临床上应用的大多数抗菌药物是亲脂性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细菌允许它们穿过细胞膜的磷脂双层
，而细菌外膜的不对称双层结构对抗菌药物而言，是一道有效的屏障。
具有不对称双层结构有效屏障的细菌为了从外界获取基本的营养成分，必须依靠另外一种机制来达到
这一目的。
细胞外膜上的某些特殊蛋白，如孔蛋白就是一种非特异性的、跨越细胞膜的水溶性物质扩散通道。
一些亲水的小分子抗生素，如B-内酰胺类药物，是通过外膜上的孔蛋白进入细胞。
一些特殊细菌如铜绿假单胞菌的细胞外膜上没有大多数革兰阴性菌所具有的典型高渗透性孔蛋白，小
分子物质通过它的孔蛋白通道的渗透速度仅为典型孔蛋白通道的1／100。
因此，亲水性抗生素只能以极慢的速度透过细菌的细胞外膜进入胞内，与作用位点结合浓度大大减弱
，细菌因而表现为对该类抗生素敏感性降低，这种情况通常被认为固有耐药性，即这种耐药并非是由
于任何染色体突变或是耐药质粒的获得所致。
分枝杆菌外膜结构与铜绿假单胞菌相似，是一道渗透性很低的有效屏障，对大多数抗菌药物表现出固
有耐药性。
一些具有高渗透性外膜的对抗菌药物敏感的细菌原来允许某种抗菌药物通过的孔蛋白通道由于细菌发
生突变而使该孔蛋白通道关闭或消失，则细菌就会对该抗菌药物产生很高的耐药性。
而大环内酯类和其他一些疏水性药物则是通过脂质层扩散到细胞内的。
脂质层和膜孔蛋白的一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药物进入细菌内部的过程，影响细菌对抗生素的敏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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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重耐药微生物及防治对策》是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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