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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睑缘炎分离细菌和体外药物敏感性的研究

王颖!卢弘

!!$摘要%!背景!睑缘炎是诱发其他眼表疾病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细菌感染在慢性睑缘炎的发生过程中

起着重要作用"明确引起感染的细菌类型和有效抗菌药物对于睑缘炎的防治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的!对睑

缘炎患者的睑板腺分泌物和结膜囊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探讨睑缘炎的细菌类型及药物敏感性)!方法!采

用前瞻性研究设计) 纳入 3&&* 年 %3 月至 3&%3 年 %3 月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门诊确诊的前睑缘炎和后睑缘

炎患者各 P5 例"并纳入同期拟行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的首诊近视患者 P5 例作为对照"用棉拭子收集

患者双眼结膜囊分泌物和睑板腺按摩后排出的分泌物"采用肉汤培养基进行细菌培养"分别计算睑板腺分泌

物和结膜囊分泌物中不同细菌的眼数分布*然后将细菌转种于血琼脂平板培养基"采用 I6D培养基纸片扩散

法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分别检查对红霉素&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利福平&左氧氟沙星敏感的菌株及其敏感

率)!结果!前睑缘炎组&后睑缘炎组和对照组间标本中的细菌总阳性率分别为 Q%G%H&)*G%H和 *5G&H"总

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O%3GQ&"!O&G&&(*前睑缘炎组和后睑缘炎组睑板腺分泌物细菌阳性率分别为

QPGPH和 )QGQH"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GQH"( 个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O)G(&"!O&G&((*前睑缘炎

组&后睑缘炎组和对照组结膜囊分泌物的细菌阳性率分别为 ))GQH&)(G(H和 *3G3H"( 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3 O5G*&"!O&G&*() ( 个组标本中的细菌谱相似"以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棒状杆菌多见"但

对照组未检出前睑缘炎组和后睑缘炎组标本中均存在的肺链球菌和革兰阴性杆菌) 检出的表皮葡萄球菌和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利福平敏感"敏感率n)&H"但对左氧氟沙星和红霉素不敏感) 棒状

杆菌对上述药物的敏感率较高) 肺链球菌对红霉素和妥布霉素较为敏感"而革兰阴性杆菌对上述 5 种药物敏

感率较低)!结论!细菌参与睑缘炎的发病"睑缘炎患者眼部分泌物中的细菌阳性率&细菌种类及其药物敏感

性均不同于正常人"治疗时应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

$关键词%!睑缘炎* 细菌培养* 药物敏感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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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睑缘炎是常见的外眼疾病"其临床表现复杂多样"
近年逐步受到重视) 目前"按睑缘炎的形态可将其分
为 ( 种类型"包括鳞屑性睑缘炎&溃疡性睑缘炎和眦部
睑缘炎

+%, *按睑缘炎发生的解剖位置分为前睑缘炎和
后睑缘炎*按睑缘炎的发生机制分为葡萄球菌性&脂溢
性&脂溢性混合葡萄球菌性&脂溢性继发睑板腺性和睑
板腺角膜结膜炎等

+3, ) _M99T等 +(,
研究发现前睑缘炎

以睑缘毛囊感染为主要表现"后睑缘炎与睑板腺功能
障碍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细菌感染是睑缘炎的主要病
因之一

+P, ) 睑缘炎与睑板腺功能障碍和干眼等在病
因&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上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严重
者可继发角膜结膜病变"极易误诊"对其治疗过程中长
期存在滥用抗生素等问题) 根据 3&%% 年0睑板腺功能
障碍诊断和治疗1标准"按照睑缘炎的感染部位"分为
前睑缘炎和后睑缘炎) 前睑缘炎主要以睑缘前唇感染
为主"即毛囊及腺体感染为主*后睑缘炎主要是以睑缘
后唇感染为主"即睑板腺感染为主"均与细菌感染相
关) 本研究中对前睑缘炎&后睑缘炎患者双眼结膜囊
分泌物及睑板腺按摩排出的脂类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

和药物敏感性试验"观察睑缘炎的细菌谱分布及药物
的敏感性"为睑缘炎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B7材料与方法

B'B7一般资料
采取前瞻性研究设计"纳入 3&&* 年 %3 月至 3&%3

年 %3 月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门诊确诊的前睑缘炎患者
P5 例和后睑缘炎患者 P5 例"并纳入同期行准分子激光
角膜原位磨镶术首诊近视患者 P5 例作为对照) 排除标
准!合并角膜炎&青光眼&视网膜脱离等眼部疾病者*应
用抗生素类滴眼液者) 前睑缘炎组男 3( 例"女 33 例"
年龄 3& o*5 岁"平均'(QG* !QG)(岁*后睑缘炎组男 35

例"女 3& 例"年龄 3Q o*P 岁"平均'(5G* !)G4(岁*对照
组男 33 例"女 3( 例"年龄 %4 o55 岁"平均'3QG* !*G5(
岁) 患者对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均知情同意)
B'H7方法

用棉拭子取患者双眼结膜囊分泌物后"采用盐酸
奥布卡因滴眼液点眼行表面麻醉"( -02 后行睑板腺按
摩) 采用棉拭子取睑板腺排出的脂类分泌物) 前睑缘
炎组&后睑缘炎组和对照组各取 4& 份"分别将标本送
至北京朝阳医院检验科进行常规细菌培养"细菌首先
接种在肉汤培养基中"培养 3P < 后转种于血琼脂平板
培养基) 转种后 3P < 采用 I6D培养基纸片扩散法进
行药物敏感性试验"即选取红霉素&庆大霉素&妥布霉
素&利福平&左氧氟沙星药敏纸片'北京天坛生物药品
公司(平铺于细菌培养基表面"3P < 后观察抑菌圈直
径) 判断标准参照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标准读取结果"分析细菌对红霉素&庆大霉素&妥布霉
素&利福平&左氧氟沙星的敏感性)
B'C7统计学方法

采用 B[BB %('&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
究测量指标的数据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前睑缘
炎组&后睑缘炎组和对照组间总细菌阳性率的眼数分
布&睑板腺分泌物细菌阳性率和结膜囊分泌物细菌阳
性率的眼数分布的差异比较均应用 #3检验) !e&G&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7结果

H'B7各组患者结膜囊和睑板腺分泌物细菌培养阳性率
前睑缘炎组与后睑缘炎组患者比较"标本中细菌

培养 阳 性 率 的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3 O%G(P"
!O&G35("而前睑缘炎组&后睑缘炎组标本中细菌培
养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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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GQ)"!O&G&&*#3 O5G(5"!O&G&3(*前睑缘炎组
患者结膜囊分泌物中细菌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 O5G%4"!O&G&3("前睑缘炎组
患者睑板腺分泌物的细菌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3 O*GQQ"!O&G&%('表 %()

表 B7C 个组患者不同标本中细菌阳性率的比较+N'%Y+(,

组别 结膜囊分泌物细菌阳性率 睑板腺分泌物细菌阳性率 总阳性率

前睑缘炎组 ))GQ')& +4&( QPGP')* +4&( Q%G%'%P* +%Q&(

后睑缘炎组 )(G('** +4&( )QGQ')% +4&( )*G%'%() +%Q&(

对照组 *3G3'5* +4&( *)GQ'*% +4&( *5G&'%%) +%Q&(

#3 5G*& )G(& %3GQ&
! &G&* &G&( &G&&

!'#3检验(

H'H7各组患者结膜囊分泌物和睑板腺分泌物中的细
菌谱

( 个组睑板腺分泌物中均以表皮葡萄球菌最多"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O&G%PP"!O&G4(%(*前睑
缘炎组以革兰阴性菌为最少"后睑缘炎组以肺链球菌
为最少"而在对照组均未检出革兰阴性菌和肺链球菌)
( 个组革兰阴性菌培养阳性率&肺链球菌培养阳性率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 O(GQ&Q"!O&G%P4*
#3 O(GP%4"!O&G%Q%(*金黄色葡萄球菌在 ( 个组中均
可检出"其中前睑缘炎组最高"对照组最低"( 个组不
同细菌眼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3 O%G(&&"
!O&G533(*棒状杆菌培养阳性率在对照组最高"前睑
缘炎组最低"( 个组不同细菌眼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3 O*G5*4"!O&G&()('表 3()

表 H7C 个组患者睑板腺分泌物中不同菌种的眼数分布'%YN(

组别 标本数
不同菌种的眼数分布

表皮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棒状杆菌 肺链球菌 革兰阴性菌

前睑缘炎组 (3 %P +P(GQ& 4+3QG%& (+4GP& P+%3G5& 3+*G35

后睑缘炎组 (& %( +P(G(& *+3&G&& 5+%*G)& 3+*G)& P+%(G(&

对照组 35 %3 +PQG&& P+%*G&& 4+(*G&& 7 7

#3 &G%PP %G(&& *G5*4 (GP%4 (GQ&Q
! &G4(% &G533 &G&() &G%Q% &G%P4

!注!273表示无该菌生长'#3检验(

( 个组结膜囊分泌物中均以表皮葡萄球菌最多"
以肺链球菌最少"仅在前睑缘炎组检出*革兰阴性菌对
照组未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 ( 个组中均可检出"
其中前睑缘炎组最高"对照组最低*棒状杆菌培养阳性
率在对照组最高"前睑缘炎组最低) ( 个组表皮葡萄
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棒状杆菌&肺链球菌和革兰阴

性菌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 O&G%&*"
!O&G4PQ*#3 O&G45P"!O&G*3%*#3 O5G&(*"!O&G&Q%*
#3 O(G343"!O&G%4(*#3 O3G((%"!O&G(%3('表 (()

表 C7C 个组患者结膜囊分泌物中不同菌种的眼数分布'%YN(

组别 标本数
不同菌种的眼数分布

表皮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棒状杆菌 肺链球菌 革兰阴性菌

前睑缘炎组 (* %Q +5&G&& %&+3)GQ& (+QG&( 3+5G*& (+QG(&

后睑缘炎组 (& %* +5(G(& Q+3*G)& P+%(G(& 7 3+*G)&

对照组 3Q %5 +5(G*& 5+%)G4& Q+3QG*& 7 7

#3 &G%&* &G45P 5G&(* (G343 3G((%
! &G4PQ &G*3% &G&Q% &G%4( &G(%3

!注!273表示无该菌生长'#3检验(

H'C7睑缘炎患者标本培养菌株对不同药物的敏感率
对睑缘炎患者标本中检出的菌株进行药物敏感性

试验"表皮葡萄球菌对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利福平敏
感"其敏感率约为 )&G&H"左氧氟沙星为 P3G*H"而红
霉素仅为 ()G)H)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利福平的敏感
率为 )&G&H"对红霉素最不敏感"为 (&G(H) 棒状杆
菌对上述药物的敏感性高于其他菌株"对左氧氟沙星
的敏感率为 *&G&H"对庆大霉素&红霉素&利福平和妥
布霉素的敏感率均超过 )&G&H) 肺链球菌对红霉素
和妥布霉素的敏感率均高于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和
利福平) 革兰阴性杆菌对上述药物的敏感性均较差
'表 P()

表 I7睑缘炎患者标本培养菌对不同药物敏感的菌株分布'%,N(

菌种 菌株数
不同敏感药物的菌株分布

庆大霉素 红霉素 利福平 妥布霉素 左氧氟沙星

表皮葡萄球菌 *% PP +)3G% 3(+()G) P(+)&G5 P(+)&G5 3*+P3G*

金黄色葡萄球菌 (( 3( +)&G& %&+(&G( 3(+)&G& 3(+)&G& %P+P3GP

棒状杆菌 %5 %3 +Q&G& %%+)(G( %%+)(G( %%+)(G( 4+*&G&

肺链球菌 Q P +5&G& 5+*3G5 5+*3G5 5+*3G5 P+5&G&

革兰阴性杆菌 %% * +5PG5 5+P5G* 5+P5G* 5+P5G* *+5PGP

C7讨论

睑缘炎可引起多种眼表疾病"如慢性结膜炎&角膜
炎&蒸发性干眼等) 正常睑板腺分泌的脂类中腊脂占
(3G(H"胆固醇脂占 3)G(H"极性脂肪占 %5H"甘油二
脂占 )G)H"三酰甘油占 (G)H"游离脂肪酸占 3G&H"
游离胆固醇占 %G*H +5, "睑板腺分泌物中存在的细菌
有表皮葡萄球菌&痤疮丙酸杆菌&棒状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 睑缘炎患者睑板腺分泌的游离脂肪酸偏
高"蜡脂比例下降"胆固醇脂比例升高) 与睑板腺分泌
物中存在的细菌产生的腊脂酶&胆固醇脂活性增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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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水解的产物胆固醇为细菌的进一步繁殖提供了
有利条件"进而引起睑缘炎 +*, )

本研究中未采用鳞屑性睑缘炎&溃疡性睑缘炎和
眦部睑缘炎进行分类"是由于睑缘炎患者进行裂隙灯
显微镜检查时"上述分型并不明显) 部分睑缘炎患者
多种睑缘炎分型同时存在"而部分睑板腺炎的患者未
包含于以上 ( 种分型中) 本研究中按解剖部位进行分
类"简单易行"避免了分类混乱和漏诊)

本研究中发现"前睑缘炎组&后睑缘炎组患者的细
菌总阳性率&睑板腺分泌物中的细菌阳性率均高于对
照组"而 ( 个组间结膜囊分泌物中细菌阳性率无明显
差别"其原因可能与收集标本前患者长期应用抗生素
有关) 本研究中还发现患者睑板腺分泌物中的细菌阳
性率均高于结膜囊分泌物"与 #91=2 等 +),

的研究一致)
前睑缘炎组和后睑缘炎组间患者的细菌总阳性率&睑
板腺分泌物的细菌阳性率和结膜囊细菌阳性率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细菌感染是睑缘炎发病的重要
原因) 前睑缘炎组睑板腺分泌物中和结膜囊分泌物中
细菌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与 l.,@.T=6I0K.2S.
等

+Q,
的研究结果类似) l.,@.T=6I0K.2S.等 +Q,

的研究

中对照组结膜囊细菌阳性率为 5QH"但睑缘炎组细菌
阳性检出率高达 45H"与本研究中结果有较大差异"
可能是因为纳入患者的年龄不同所致"其平均年龄为
'5QG3 !(G5(岁"而本研究中纳入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G3 !PGQ(岁) 此外"本研究中发现后睑缘炎组标本
中细菌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在本研究中"从患者标本中检出的细菌主要为表
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棒状杆菌&肺链球菌和
革兰阴性杆菌"未发现国外研究中常见的痤疮杆菌"可
能与本研究采用的细菌培养方法与国外不同有关)
l.,@.T=6I0K.2S.等 +Q,

的研究表明"睑缘炎组患者表皮
葡萄球菌的比例为 )&G5H"对照组患者表皮葡萄球菌
的比例为 Q3G*H"而本研究中发现"睑缘炎组和对照
组患者睑板腺分泌物和结膜囊分泌物中表皮葡萄球菌

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前睑缘炎组和后睑缘炎
组患者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 棒状
杆菌的检出率与金黄色葡萄球菌则相反"前睑缘炎组
和后睑缘炎组患者的检出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本研究中对睑缘炎患者眼部分离菌株进行药物敏

感性分析"发现分离菌株对妥布霉素的敏感性最高"尤
其是表皮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而革兰阴性杆
菌对妥布霉素敏感性较差) 本研究还发现革兰阳性杆
菌和革兰阴性杆菌对于左氧氟沙星的敏感性高于革兰

阳性球菌"与孙声桃等 +4,
的研究结果一致)

关于睑缘炎取材与研究目的的关系问题"前睑缘
炎多数患者以细菌感染为主"本研究中也显示结膜囊
和睑板腺分泌物细菌阳性率均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而后睑缘炎组仅细菌总阳性率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说明后睑缘炎发病中感染只是原因之一)
本研究中对不同类型睑缘炎病因进行分析"对标本中
菌种进行分类"研究其药物敏感性"以便指导临床合理
应用抗菌药物"提高治疗效果)

目前对睑缘及睑板腺功能障碍的认识尚不充分"
对睑板腺分泌功能&分泌物成分及睑缘微生物的研究
尚不够深入"对睑缘炎的治疗尚无根治的方法) 睑缘
细菌的存在和菌种对于睑缘炎的发生起着重要作

用
+%&, "前睑缘炎的病因以感染为主"而后睑缘炎的发

病并非完全由感染所致) 前睑缘炎的治疗首选有效的
抗菌药物"如妥布霉素等"并且在治疗过程中需进行药
物敏感性试验"以便及时调整抗菌药物"而治疗后睑缘
炎时"在应用抗菌药物的同时需辅以睑缘清洁及行睑
板腺按摩等"同时对相关的眼前节病变进行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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