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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防治专家共识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防治专家委员会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 MR-
SA)感染的流行 ,已经成为严重的临床及公共卫生问题 。自 1961年首次发现

MRSA以来 [ 1] , MRSA的分离率逐年增加 ,已成为医院感染重要的革兰阳性细菌 ,
并且多重耐药现象日益严重 ,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对万古霉素耐药 、中介耐药以及
异质性耐药 MRSA细菌 。近年来 ,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了致病力很强的社区获得
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community-acquiredMRSA, CA-MRSA),并且流行
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是 MRSA感染的流行强度较高地区 ,抗菌药物不规范使用
比较普遍 ,防治形势十分严峻 。因此 , 《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编
辑部和 《医学参考报 ·感染病学频道 》编辑部组织国内部分专家 ,遵照循证医学
的原则(见表 1)[ 2] ,对近年来 MRSA的流行病学 、耐药机制 、新药研究和临床治疗
的最新文献进行分析整理 ,经专家委员会反复讨论通过 ,最终形成本 《共识 》 ,以
期为我国 MRSA感染的防治提供指导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 、不同医院和科室内
的细菌耐药和流行情况差距较大 ,本 《共识 》可能不尽适应 ,建议根据当地的资料
进行调整 。

表 1　数据类型相应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

质量指标 证据类型

证据水平

Ⅰ

Ⅱ

Ⅲ

至少具有一项以上良好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

单项随机试验或非随机的实验研究结果

病例报道研究或专家推荐意见

推荐级别

A

B

C

很好的证据支持推荐

中等的证据支持推荐

较弱的证据支持推荐

　　一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相关术语
1.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指对异恶唑青霉素如甲氧西林 、苯唑西林和

氟氯西林耐药的金黄色葡菌球菌株 ,称之为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A)。 MR-
SA对目前已经批准的所有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有交叉耐药 。

2.医院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指在接触医疗护理机构的人员
之间传播和循环的 MRSA菌株 ,称之为医院获得性 MRSA(hospital-ac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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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A, HA-MRSA)或医疗保健相关性 MRSA(healthcare-associatedMRSA, HA-
MRSA)。 HA-MRSA可以出现在医院或医疗护理机构内(医院发病)或出院后发
生在社区内(社区发病)。
　　社区发病(community-onset):是指具备下列至少一项医院获得性感染的危险
因素:(1)入院时存在侵入性设备;(2)有 MRSA定植或感染病史;(3)在阳性培
养之前 12月内有手术 、住院 、透析 ,或在护理机构长期居住 。

医院发病(hospital-onset):从入院 48 h后患者的正常无菌部位分离出病菌 。
不论这些患者是否有医院获得性感染的危险因素 。

3.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自社区感染患者的一种新
型 MRSA菌株 ,其细菌耐药及临床特点等与以往医院获得性 MRSA有明显不同 ,
将这种 MRSA称为社区相关性 MRSA(community-associatedMRSA, CA-MRSA)或
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community-acquiredMRSA, CA-MRSA)。 CA-
MRSA感染人群为先前从未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医院 、疗养院或其它医疗保健场
所的健康人 , CA-MRSA大多仅对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 ,而对非 β内酰胺类
抗菌药物敏感 ,通常产生 Panton-Valentine杀白细胞素(Panton-Valentineleukoci-
din, PVL),主要引起皮肤软组织感染 ,少数可引起致死性的肺炎或菌血症 。
CA-MRSA感染的诊断标准:(1)MRSA分离自门诊或入院 48 h内的患者;(2)该
患者在 1年内无住院 、护理机构 、疗养院等医疗机构接触史 ,无手术及透析史;
(3)无长期留置导管或人工医疗装置;(4)无 MRSA定植或感染的病史 。
由于患者和病原菌在医院与社区之间的不断流动 , CA-MRSA可由患者带入

医院并可以导致医院暴发 ,医院获得性 MRSA也可以由 MRSA感染或定植的患
者带到社区并引起传播 。目前仅依据临床和流行病学来区分两者是困难的 ,而进
行 MRSA遗传类型和表型检测有助于二者的鉴别(见表 2)[ 2] 。

表 2　医院获得性 MRSA与社区获得性 MRSA的主要特点

HA-MRSA CA-MRSA

临床特点 外科感染 ,侵入性感染 皮肤感染 , “昆虫叮咬样 ” ,多发 ,反复 ,很少侵入性感染

耐药特点 多重耐药 仅对 β内酰胺类耐药

分子标志 PVL常阴性 , SCCmecⅠ ～ Ⅲ PVL常阳性 , SCCmecⅣ ～ Ⅷ

　　二 、MRSA耐药机制
MRSA常表现为多重耐药 ,耐药机制复杂 ,包括染色体介导的固有耐药 、质粒

转移的获得性耐药 、主动外排泵的作用等 ,概况起来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改
变导致耐药 。

(一)药物作用靶位的改变
1.mecA基因介导的耐药:mecA基因通过 R质粒或转座子转入金黄色葡萄

球菌 ,它编码一个 78 kD的青霉素结合蛋白 2a(penicillin-bindingprotein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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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P2a),这是 MRSA的主要耐药机制 。 PBP2a与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的亲和力
极低 , β内酰胺类药物不能阻碍 MRSA细胞壁肽聚糖层合成 ,从而产生耐药 。
mecA基因定位于可动遗传元件葡萄球菌染色体 mec盒(staphylococcalcassette
chromosomemec, SCCmec), SCCmec基因复合体是耐药基因插入 、聚集部位 ,几乎
所有耐药基因均位于此处 ,称为 MRSA的耐药岛 。根据 SCCmec可以将 MRSA分
为 Ⅰ ～ Ⅷ型 。

2.VanA基因介导的耐药:VanA基因是通过质粒从肠球菌转移而来 ,编码
D-丙氨酸 -D-乳酸连接酶 ,可将肽聚糖前体末端的最后一个氨基酸由 D-丙氨酸置
换为 D-乳酸 ,改变了糖肽类药物的作用靶位 ,从而导致糖肽类的高度耐药 。

3.rRNA甲基化和突变:抗菌药物作用的靶位发生变化 ,导致对利耐唑胺 、克
林霉素 、大环内酯类 、奎奴普丁 /达福普汀 、氯霉素等耐药 。

(二)药物灭活酶的产生
MRSA可以产生的 β内酰胺酶导致对 β内酰胺类耐药 ,产生 MSL灭活酶导

致对大环内酯类 、链阳霉素和林可霉素类耐药 ,产生氨基糖苷类灭活酶导致对氨
基糖苷类耐药 。

(三)细胞壁通透性改变
由于 MRSA的肽聚糖合成增多 、细胞壁变厚 ,阻止糖肽类进入细胞与肽聚糖

前体相互作用 ,导致对糖肽类的低水平耐药 。
(四)主动外排泵的作用
MRSA的天然外排泵系统高表达 ,将进入细菌体内的抗菌药物主动排出体

外 ,降低抗菌药物在菌体内的浓度 ,使抗菌药物的作用降低或无效 ,导致多重耐
药 。

三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趋势
美国每年 MRSA感染导致 19 000住院患者死亡 ,尤其多见于各种置入导管

及医疗装置的患者 。我国缺乏 MRSA感染率及病死率的统计数据 ,但我国 MRSA
分离率及多重耐药现象均有明显增加趋势 。 1998年至 1999年细菌监测显示

[ 3] :
MRSA分离株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37.4%,其中医院获得性 MRSA对头孢菌素
类 、红霉素的耐药率在 80%以上 ,对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 、氨基糖苷类的耐药率在
60%以上 ,左氧沙星和莫西沙星耐药率在 30%以下 ,没有发现对糖肽类中介或耐
药的 MRSA株 。 2006年至 2007年 Mohnarin监测资料显示 [ 4] :综合医院 MRSA分
离株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61.6%, MRSA对 β内酰胺类 、庆大霉素 、克林霉素 、红
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等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基本上都在 80%左右 ,仅对复方磺胺甲
噁唑和利福平的耐药率低于 50%,没有发现对万古霉素 、替考拉宁 、去甲万古霉
素 、利耐唑胺耐药或中介耐药的的分离株 ,我国 MRSA分离株以 SCCmecⅢ型为
主 。

CA-MRSA在全球的流行范围在逐步扩大 ,欧美国家比较严重 ,部分地区 CA-
MRSA占 MRSA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的 75%。 CA-MRSA多引起皮肤软组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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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少数可以进展为严重的坏死性肺炎或中毒休克综合征(TSS)。 CA-MRSA的
耐药性与 HA-MRSA明显不同 ,多重耐药相对较少 ,对 β内酰胺类以外的抗菌药
物大多敏感 。我国 CA-MRSA的流行情况尚不清楚 ,有关儿童脓皮病的一个研究
报道 CA-MRSA仅占 MRSA的 1.1%[ 5] ,多为 SCCmecⅣ型且产生 PVL。

四 、MRSA的实验室检查
美国临床与实验室标准研究所(TheClinicalandLaboratoryStandardsInstitu-

te, CLSI)推荐 [ 6] ,使用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和肉汤微量稀释法 、或含 6 μg/ml苯
唑西林的琼脂稀释法 、PBP2a乳胶凝集试验来检测 MRSA。近年来 ,自动化药敏
检测 、产色培养基及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 mecA基因也得到应用 。

1.细菌药敏方法:(1)头孢西丁试验:包括药敏纸片法 (含头孢西丁
30 μg/ml)和稀释法(头孢西丁浓度为 4μg/ml)。头孢西丁试验检测 MRSA比苯
唑西林可靠性更高 ,被用于检测 mecA介导苯唑西林耐药的替代品 。 (2)苯唑西
林琼脂稀释法:培养基为含 4% NaClMHA,苯唑西林浓度为 6 μg/ml。阳性结果
提示 mecA介导苯唑西林耐药 MRSA。 (3)产色培养基:近年开发的 MRSA产色
选择性培养基比传统方法有更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可在 24 h内鉴定 MRSA。
(4)自动化药敏检测:将菌液稀释后注入药敏板或孔内 ,然后通过检测菌液浊度 ,
荧光指示剂的荧光强度或荧光底物的水解反应来判读结果 。该法优点是快速 ,但
有时对生长缓慢或延迟表达耐药性的 MRSA,在 3 ～ 4 h内难以达到检测水平 ,容
易漏检或误报 MRSA。

2.免疫学方法:青霉素结合蛋白 PBP2a乳胶凝集试验来检测 MRSA,不仅快
速 ,而且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 ,适合作为 MRSA的确认 。

3.分子生物学方法:原理是基于检测 nuc基因和 mecA基因 ,前者编码金葡
菌耐热性核酸酶 , mecA基因是 MRSA的分子标志 。实时 PCR分析可以在 2 ～ 4 h
内鉴定出 MRSA,可用于 MRSA的确认 。

五 、MRSA常见感染的治疗
由于医院获得性 MRSA的分离率高 ,几乎都是多重耐药 ,尤其在 ICU和烧伤

科等 。 MRSA感染的病情严重程度和病死率 ,均高于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MSSA)[ 7] 。

推荐 1:在 MRSA高度流行的医院或科室 ,对疑似重度 MRSA感染患者 ,首先
经验性选择抗 MRSA药物治疗 ,再根据药敏结果调整到相应敏感的药物 [ Ⅱ类 ] 。

不同器官的 MRSA感染 ,疾病的严重程度不同 ,选择的药物 、剂量 、疗程 、给
药途径有较大差异(见表 2),下文分别阐述 。

(一)皮肤及软组织感染
1.皮肤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是脓疱病和疖的主要病原菌 ,大多来自社区感

染 。社区获得性皮肤感染分离的 MRSA对夫西地酸 、莫匹罗星敏感 ,但对青霉素
及红霉素耐药率在 90%以上 ,夫西地酸和莫匹罗星治疗 MRSA所致脓疱病有效 。
近年国内已有少数莫匹罗星耐药现象

[ 5]
,需要注意监测 。有证据显示小的疖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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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应用抗菌药物 ,直径小于 5 cm的病变进行引流即可 [ 8, 9] 。
推荐 2:社区获得性 MRSA所致的脓疱病 ,建议局部应用夫西地酸或莫匹罗

星进行治疗 [ ⅡB类 ] 。周围无蜂窝组织炎的小脓肿在切开引流后一般不需要抗
菌药物治疗 [ Ⅲ类 ] 。

2.皮肤溃疡并感染
推荐 3:皮肤 MRSA定植较感染更为常见 ,单纯的皮肤溃疡只需局部应用夫

西地酸或莫匹罗星治疗 。并发蜂窝组织炎 、邻近部位骨髓炎或菌血症的患者 ,或
糖尿病患者足部溃疡部位有 MRSA定植的患者 ,应考虑针对 MRSA进行全身治
疗 [ Ⅲ类 ] 。

3.蜂窝组织炎 /外科伤口感染:多西环素及复方新诺明治疗门诊患者及社区
MRSA所致的皮肤软组织感染的有效且两者疗效相当 [ 10] 。利耐唑胺在 MRSA的
皮肤软组织感染亚组中显示出临床及微生物学上的微弱优势 ,后序治疗可用口服
剂型

[ 11] 。达托霉素和替加环素可用于皮肤感染的治疗 [ 12] 。体外试验显示 ,利耐
唑胺或克林霉素可降低葡萄球菌 PVL的表达 。国内 MRSA对红霉素高度耐药 ,
应用克林霉素前应常规进行 D试验评价其是否耐药 ,而不是单用克林霉素平板 。

推荐 4:(1)轻症感染建议应用多西环素和克林霉素治疗 [ Ⅰ B类 ] 。多西环
素和克林霉素耐药菌株的感染 ,应选择糖肽类或利耐唑胺 ,无磺胺过敏者也可选
择复方新诺明 [ Ⅲ类 ] 。

(2)对于较严重的感染或者有菌血症高度风险的患者 ,建议应用静脉输注糖
肽类 、利耐唑胺或达托霉素治疗 [ Ⅰ B类 ] 。如果考虑存在混合感染(例如糖尿病
足感染),且 MRSA为主要病原体 ,可以考虑单独应用替加环素治疗 [ Ⅰ B类 ] 。

(3)有关联合治疗的临床试验极少 ,且联合治疗有增加药物毒性的风险 ,不
建议任何联合治疗方案 。利福平联合夫西地酸治疗皮肤软组织感染的不良反应
明显 ,不建议这种联合 [ Ⅲ类 ] 。

4.插管部位的感染
推荐 5:对伴有明显硬结 、蜂窝组织炎或菌血症的静脉输注部位的严重感染 ,

推荐静脉应用糖肽类或利耐唑胺治疗 ,轻症感染可以口服药物治疗 [ Ⅰ B类 ] 。
(二)泌尿系感染
我国 Mohnarin监测显示

[ 13]
,泌尿系感染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占革兰阳性菌的

7%,其中 MRSA的分离率为 36.4%, MRSA分离株对四环素耐药率高达 90%左
右 ,甲氧苄氨嘧啶耐药率 43.8%,呋喃妥因耐药率 12.9%。对于复杂泌尿系感
染 ,特别是涉及外科脓毒症 ,应全身应用糖肽类抗菌药物治疗 。达托霉素经肾脏
排泄 ,其中 2 /3为原型药物 ,总量的 80%被重吸收 ,达托霉素治疗革兰阳性菌引
起的复杂泌尿系感染 ,细菌学根治率为 83%,临床治愈率为 93%[ 14] 。替加环素 、
利耐唑胺 、奎奴普丁 -达福普汀等仅少部分经尿液排除 ,在尿液中不能达到有效的
浓度

[ 15] 。
推荐 6:对于单纯的泌尿系感染 ,建议根据体外药敏结果来选用呋喃妥因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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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苄胺嘧啶 、复方新诺明等口服药物治疗 [ Ⅱ类 ] 。对于复杂的泌尿系感染 ,建议
应用糖肽类或达托霉素治疗 [ Ⅱ类 ] 。

(三)骨 、关节感染
骨和关节感染需要复杂的外科综合治疗 ,抗菌药物疗程较长 ,应根据药敏试

验结果并结合外科措施来调整 。利耐唑胺治疗人工关节感染和慢性骨髓炎有效 ,
但疗程超过 4周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 ,主要为严重的贫血和周围神经病 [ 16] 。
长期应用利耐唑胺的不良反应较多 ,需要监测肝功能 、血常规和凝血功能 。少量
临床和动物实验显示达托霉素治疗骨和关节感染有效 ,在骨水泥(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混合物)中有较好分布 [ 17] 。动物实验显示替加环素单独应用或与利福平联
合应用对骨和关节感染治疗有效

[ 18] 。
推荐 7:MRSA骨和关节感染应以外科综合治疗为基础 。建议静脉应用糖肽

类单独治疗或联合经静脉应用利福平或夫西地酸钠作为首选方案 。急性假体
MRSA感染 ,早期(症状出现 2 d内)手术对保存假体很重要 。对于慢性假体感
染 ,应进行外科清创 、取出假体 。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单药或联合用药更具优势 。
[ Ⅱ类 ]

(四)菌血症和心内膜炎
2006年至 2007年 Mohnarin资料显示 [ 19] ,金黄色葡萄球菌占血流感染的

6.8%,其中 MRSA分离率为 51.2%。随着静脉导管 、人工装置和外科手术的增
多 ,葡萄球菌已经成为感染性心内膜炎最常见的病原体 。万古霉素治疗 MRSA
菌血症效果优于替考拉宁 。达托霉素治疗葡萄球菌菌血症及感染性心内膜炎与
万古霉素疗效相当 ,达托霉素的耐药率为 5%,但肾脏毒性较万古霉素少 。

推荐 8:建议应用糖肽类或利耐唑胺治疗 MRSA菌血症 ,疗程至少 14 d。并
发感染性心内膜炎或具有发生感染性心内膜炎高危因素者应延长疗程至 6周 。
经食道超声心动图检查对于评估病情有重要意义 。利耐唑胺疗程一般不超过 4

周 ,如需延长疗程需注意其不良反应 。达托霉素可以作为万古霉素的替代选择 。
[ Ⅱ类 ]

(五)呼吸道感染
万古霉素一直被认为是 MRSA肺炎的标准治疗 ,但其临床治疗失败率在

40%以上 。回顾性研究显示 ,万古霉素治疗失败与剂量不足有关 ,建议血清谷浓
度要在(15 ～ 20)mg/L以上 。万古霉素联合利福平或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作
用 ,未经对照研究证实 。去甲万古霉素与万古霉素疗效相当 。奎奴普丁 /达福普
汀的疗效较万古霉素差 。利耐唑胺与万古霉素在治疗呼吸道 MRSA感染的疗效
相当 ,但利耐唑胺治疗 MRSA引起的呼吸机相关肺炎疗效优于万古霉素 。已经
发现了新型利耐唑胺耐药 MRSA株 、表皮葡萄球菌和肠球菌 ,并且这与过度使用
利耐唑胺有关 ,值得关注 。非对照研究提示 ,抗 MRSA治疗对支气管扩张 、COPD
合并肺炎有一定意义 ,但尚缺乏对照研究 。糖肽类在痰液的渗透性较差 ,替加环
素尚未批准用于呼吸道感染 。达托霉素可被肺表面活性物质灭活 ,不建议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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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 。社区获得性 MRSA感染 ,如果为红霉素敏感株 ,也可选用克林霉
素 。应加强对呼吸道 MRSA感染与定植的鉴别 ,减少抗 MRSA药物过度使用 。

推荐 9:(1)建议应用糖肽类或利耐唑胺治疗 MRSA引起的肺部感染 [ Ⅰ
类 ] 。(2)不伴肺炎的慢性化脓性肺病或支气管扩张症患者 ,抗 MRSA治疗的临
床意义尚不明确(Ⅲ类);利耐唑胺有良好肺组织穿透力 ,可用于此类患者的治疗
[ Ⅰ类 ] 。

(六)眼部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利耐唑胺可以治疗中枢神经系统 MRSA感染 ,但研究较少 。动物实验显示

达托霉素较万古霉素有更强的抗菌能力 ,较万古霉素更具优势 。动物实验显示利
耐唑胺在眼部的渗透性好 ,并且较酸性的万古霉素对眼部组织的毒性相对更小 。

推荐 10:(1)对 MRSA引起的深部眼睛感染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建议应用
万古霉素单独或联合利福平治疗 ,根据药敏也可选用利耐唑胺或复方新诺明(Ⅲ
类)。 (2)对静脉治疗无效的 MRSA脑膜炎 ,可以考虑万古霉素鞘内注射(Ⅲ
类)。 (3)庆大霉素 、夫西地酸钠或氯霉素可以用于敏感细菌引起的眼睛浅部感
染(Ⅲ类)。

(七)外科手术感染的预防性用药
推荐 11:(1)对有 MRSA定植史或感染史且未清除者 ,或有 MRSA带菌的高

危风险者 ,在接受外科手术时需接受糖肽类预防感染 。如估计患者有重新出现
MRSA带菌的可能或患者来自 MRSA高流行的机构 ,建议使用糖肽类治疗(Ⅱ
类)。(2)对无 MRSA定植的患者 ,建议应用氨基糖苷类预防葡萄球菌感染(Ⅱ
类)。
　　六 、预防 MRSA发生和传播
定植和感染的患者是医院内 MRSA的最重要的宿主 。在长期护理机构 、脊

柱科 、烧伤科 、ICU等 , MRSA定植率较高 。前鼻孔拭子可以筛查出 80%的 MRSA
携带者 ,结合其它部位的拭子可以将敏感性提高到 92%。没有明显感染征象的
MRSA带菌者 ,是重要的传染源 ,可以把 MRSA传播给其他患者或医护人员 。

1.建议对 ICU、拟行血管外科或心脏外科手术的患者 、透析患者和老年患
者 ,入院前应该进行鼻拭子筛查 MRSA。 (Ⅲ类)

2.医护人员中的鼻部 MRSA带菌者也是一个 MRSA的来源 ,有将 MRSA传
播给患者的风险 。建议短期局部应用抗菌药物或严格遵守消毒隔离制度(口罩 、
手套 、洗手或手消毒等)。接触 MRSA定植或感染患者的医护人员 ,应筛查是否
带有 MRSA菌株 。 (Ⅲ类)

3.去定植治疗:不建议口服万古霉素用于预防 MRSA感染或清除局部定植 。
对于软组织病变 ,清除 MRSA应选择有全身活性的口服制剂或胃肠外制剂 ,并联
合使用有效的鼻软膏(如莫匹罗星)。已经出现莫匹罗星耐药 MRSA株 ,因此应
密切监测当地的耐药情况 。 (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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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MRSA感染抗菌药物的选择

药物 单独用药 适应证 不良反应 注释

氨基糖苷

类

否 用于预防 耳毒性 , 尤其在肾功能损害的患

者;肾毒性 ,特别是与万古霉素联

合应用时。

氯霉素 是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骨髓再生障碍

克林霉素 是 皮肤软组织感染;骨和关节感染 艰难梭形杆菌肠炎及抗菌药物相

关性腹泻

对大环内酯类耐药株有效 ,但

有发生耐药的风险

复方新诺

明

是 皮肤软组织感染;联合用于根除治疗 渗出性多形性红斑 ,磺胺骨髓再生

不良

甲氧苄氨嘧啶单独使用可能

更好

达托霉素 是 菌血症;皮肤软组织感染 骨骼肌坏死 ,注意监测肌酸磷酸激

酶

被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灭活 ,不

能用于呼吸道感染。肾功能

严重损伤时要调整剂量。

夫西地酸 除局部外用

外 , 不单独应

用

皮肤软组织感染;定植菌的去除;骨感

染的辅助治疗

静脉用药时可能出现黄疸 已出现耐药 ,该药经肝脏排泄

利耐唑胺 是 肺炎;严重软组织感染;菌血症;GISA;

GRSA

5% ～ 10%出现骨髓抑制;周围神

经病变;皮质性盲;个别严重肾损

害

没有用于 MRSA联合治疗的

资料;推荐用于骨和关节感染

的疗程为 28 d;肝功不良者慎

用;注意与麻醉药及单胺氧化

酶抑制剂的相互作用

莫匹罗星 是(单纯鼻腔

定植)

皮肤脓疱病;根除性治疗 轻微 注意部分地区出现了高度耐

药菌株

奎 奴 普

丁 /达 福

普汀

是 备选药物;GISA;GRSA 流感样症状及关节疼痛;血小板减

少

注意与经 P450代谢药物的相

互作用;需经中心静脉通路给

药

利福平 从不 骨和关节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根除

性治疗;人工假体感染的辅助治疗(如

人工关节和血管内支架感染)

肝损害 ,尤其联合夫西地酸时 在生物膜上有抗菌活性;注意

耐药问题

替考拉宁 是 严重软组织感染;菌血症(药物的负荷

剂量及有效浓度尚不确定)

口服不吸收;根据肾功能调整

剂量;很难预测血药浓度 , 在

严重感染需要监测

四环素类 是 皮肤软组织感染;UTIs;定植菌的根治 避免用于肾损伤或应用多西

环素

替加环素 是 皮肤软组织感染 恶心

甲氧苄氨

嘧啶

是 UTIs;用于联合治疗 无随机对照研究

万古霉素 是 菌血症;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骨感染 肾毒性 ,尤其与氨基糖苷类联合应

用时

口服不吸收;根据肾功能调整

剂量;血药浓度很难预测 , 在

严重感染应需要监测以保证

有效血药浓度。

　　4.隔离病房及屏蔽程序:建议将 MRSA定植或感染患者在单间病房收治 ,有
条件者应收治在负压病房进行单独隔离 。对 MRSA患者进行诊疗时 ,医护人员
应该穿着隔离衣并且带一次性手套和口罩 。 (Ⅲ类)

5.洗手和手消毒:在处理 MRSA患者时 ,应戴一次性手套 ,并在戴手套前及
脱手套后进行洗手和手消毒 。洗手时 ,建议使用含有乙醇的手消液 。 (Ⅲ类)



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2010年 5月第 4卷第 2期 ChinJExpClinInfectDis(ElectronicEdition), May2010, Vol4, No.2 · 223　　 ·

专家委员会(按拼音顺序 ):陈宝敏 、陈志海 、成军 、黄东生 、李兴旺 、李旭 、林佳佳 、刘景院 、刘晓清 、

卢洪洲 、卢联合 、倪语星 、宁琴 、曲芬 、沈叙庄 、斯崇文 、谭德明 、唐云 、王辉 、王宇 、于岩岩 、肖永红 、徐英春 、杨道

峰 、俞云松 、赵辉 、赵红心 、赵敏 、郑波 、朱德妹

　　志谢:非常感谢刘景院教授 、蒲琳主治医师在共识相关资料搜集 、整理及起草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GouldFK, BrindleR, ChadwickPR, etal.Guidelines(2008)fortheprophylaxisandtreatmentof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

coccusaureus(MRSA)infectionsintheUnitedKingdom.JAntimicrobChemother, 2009, 63:849-861.

2　MatouskovaI, JanoutV.Currentknowledgeof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andcommunity-associatedmethicillin-

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BiomedPapMedFacUnivPalackyOlomoucCzechRepub, 2008, 152:191-202.

3　李家泰 , WeinsteinAJ, 杨敏.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 , 2001, 81:8-16.

4　王进 , 肖永红.Mohnarin2006 ～ 2007年度报告:革兰阳性菌耐药监测结果.中国抗生素杂志 , 2008, 33:592-596.

5　LiuY, KongF, ZhangX, etal.AntimicrobialsusceptibilityofStaphylococcusaureusisolatedfromchildrenwithimpetigoinChi-

nafrom2003to2007showscommunity-associated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tobeuncommonandheterogeneous.

BrJDermatol, 2009, 161:1347-1350.

6　CDCDoHaHS.LaboratoryDetectionof:Oxacillin/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2005.Availablefrom:http://

www.cdc.gov/ncidod/hip/Lab/FactSheet/mrsa.htm.

7　NathwaniD, MorganM, MastertonRG, etal.GuidelinesforUKpracticeforthediagnosisandmanagementofmethicillin-resist-

antStaphylococcusaureus(MRSA)infectionspresentinginthecommunity.JAntimicrobChemother, 2008, 61:976-994.

8　刘盈 , 张霞 , 马琳等.北京地区儿童皮肤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研究.中华皮肤科杂志 , 2008, 41:214-216.

9　HammondSP, BadenLR.Clinicaldecisions.Managementofskinandsoft-tissueinfection-pollingresults.NEnglJMed, 2008,

359:1063-1067.

10　CenizalMJ, SkiestD, LuberS, etal.Prospectiverandomizedtrialofempirictherapywith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ordoxy-

cyclineforoutpatientskinandsofttissueinfectionsinanareaofhighprevalenceof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

AntimicrobAgentsChemother, 2007, 51:2628-2630.

11　WeigeltJ, ItaniK, StevensD, etal.Linezolidversusvancomycinintreatmentofcomplicatedskinandsofttissueinfections.An-

timicrobAgentsChemother, 2005, 49:2260-2266.

12　ArbeitRD, MakiD, TallyFP, etal.Thesafetyandefficacyofdaptomycinforthetreatmentofcomplicatedskinandskin-struc-

tureinfections.ClinInfectDis, 2004, 38:1673-1681.

13　高磊 , 肖永红.Mohnarin2006-2007年度报告:尿标本细菌耐药监测研究.中国抗生素杂志.2008, 33:586-591, 634.

14　WagenlehnerFM, LehnN, WitteW, etal.Invitroactivityofdaptomycinversuslinezolidandvancomycinagainstgram-positive

uropathogensandampicillinagainstenterococci, causingcomplicatedurinarytractinfections.Chemotherapy, 2005, 51:64-69.

15　SteinGE, CraigWA.Tigecycline:acriticalanalysis.ClinInfectDis, 2006, 43:518-524.

16　RaoN, HamiltonCW.EfficacyandsafetyoflinezolidforGram-positiveorthopedicinfections:aprospectivecaseseries.Diagn

MicrobiolInfectDis, 2007, 59:173-179.

17　BliziotisIA, PlessaE, PeppasG, etal.Daptomycinversusotherantimicrobialagentsforthetreatmentofskinandsofttissuein-

fections:ameta-analysis.AnnPharmacother, 2010, 44:97-106.

18　KandemirO, OztunaV, ColakM, etal.Comparisonoftheefficacyoftigecyclineandteicoplanininanexperimentalmethicillin-

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osteomyelitismodel.JChemother, 2008, 20:53-57.

19　王进 , 肖永红.2006-2007年 Mohnarin血流感染病原菌构成及耐药性.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2008, 18:1238-1242.

(收稿日期:2010-05-06)

(本文编辑:孙荣华)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防治专家委员会.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防治专家共识

[ J/CD] .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 , 2010, 4(2):215-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