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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KAPE 血流感染对急性坏死型胰腺炎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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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 ESKAPE 血流感染对急性坏死性胰腺炎（ANP）患者预后及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1 月—2014 年 7 月收治的有血培养结果的 87 例 ANP 患者，其中血培养阴

性 49 例，阳性 38 例，分析血流感染，尤其是 ESKAPE 血流感染对 ANP 患者治疗结果的影响。

结果：在 38 例血培养阳性 ANP 患者的 69 份的病原学结果中，40.6% 为 ESKAPE，其中鲍曼不动杆

菌 占 比 50.0%， 其 余 依 次 为 屎 肠 球 菌（14.3%）、 肺 炎 克 雷 伯 菌（10.7%）， 肠 杆 菌 属（10.7%），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7.1%） 和 铜 绿 假 单 胞 菌（7.1%）。 血 流 感 染 患 者 休 克、 呼 吸 衰 竭、 肾 功 能 衰 竭

与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率、病死率、住院费用及 ICU 住院天数均较非血流感染患者明显增高

（均 P<0.05）；ESKAPE 血流感染患者休克发生率以及住院费用均高于非 ESKAPE 血流感染患者（均

P<0.05）。

结论：血流感染明显增加 ANP 患者的并发症和病死率。ESKAPE 是导致 ANP 患者血流感染的主要病

原体，其与患者休克的发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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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SKAPE bloodstream infection on prognosis of 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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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ESKAPE bloodstream infection on the prognosis and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 (ANP).

Methods: Eighty-seven ANP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03 to July 2014 with blood culture results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Of the patients, 49 cases had negative and 38 cases had positive blood culture. The impact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especially ESKAPE bloodstream infection on therapeutic outcomes of these ANP 

patients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the 69 pathogen test results from the 38 ANP patients with positive blood culture, 40.6% were 

ESKAPE pathogens that included Acinetobacter baumanni (50.0%), Enterococcus faecium (14.3%), Klebsiella 

pneumonia (10.7%), Enterobacter species (10.7%), Staphylococcus aureus (7.1%) an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7.1%).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cidence of shock,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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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 是 导 致 急 性 坏 死 型 胰 腺 炎 （ a c u t e 

necrot iz ing pancreat i t is，ANP）患者死亡最重要

的 原 因 之 一 [ 1 ]。 由 屎 肠 球 菌 （ E ）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菌（S）、肺炎克雷伯菌（K）、鲍曼不动杆菌

（ A ） 、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 P ） 和 肠 杆 菌 属 （ E ） 等 

6种常见院内感染病原体（合称ESKAPE）为代表

的多重耐药菌给临床感染治疗带来极大困难 [2-3]。

本文旨在探索血流感染，尤其是ESKAPE血流感染

对ANP患者预后及并发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 顾 性 分 析 2 0 0 3 年 1 月 — 2 0 1 4 年 7 月 间 中 南

大学湘雅医院普外科收治的87例有血培养结果的

ANP病例，其中49例血培养阴性，38例血培养阳

性。血培养阳性患者中，22例血培养发现至少1种

ESKAPE菌株，其中包括10例单纯性ESKAPE感染

和12例ESKAPE 混合其它病原体感染；另外16例

血 培 养 结 果 为 非 E S K A P E 病 原 体 感 染 。 依 据 增 强

CT扫描确诊ANP[4-5]。全组男55例，女32例；平均

年龄48.1岁。病因包括胆源性45例，高脂血症性 

19例，酒精性7例，其它原因16例。按照2012年亚

特兰大分型标准[4]，中度重症20例，重型67例。

1.2  治疗方法

所 有 患 者 均 按 急 性 胰 腺 炎 诊 治 指 南 进 行 规 范

化治疗 [4, 6]。主要治疗措施包括早期积极的液体复

苏 、 以 肠 内 营 养 为 首 选 的 营 养 支 持 方 案 和 器 官 功

能支持等。如患者出现脓毒症表现或CT可见“气

泡 征 ” 时 ， 开 始 经 验 性 应 用 广 谱 抗 生 素 。 一 旦 获

得 病 原 体 培 养 及 药 敏 结 果 ， 则 有 针 对 性 地 应 用 抗

菌 药 。 对 于 胰 周 坏 死 感 染 严 重 ， 抗 生 素 治 疗 无 效

者，积极进行胰周坏死积液引流术。

1.3  研究内容

包 括 ： ⑴  A N P 患 者 的 血 培 养 结 果 及 耐 药 情

况；⑵ 血流感染，尤其是SKAPE血流感染对ANP

患者并发症及预后的影响；⑶ 感染性因素与ANP

患者病死率的关系。

1.4  统计学处理

两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

验，计数资料的两组率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均采

用SPSS 19.0统计软件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ANP 患者的血培养结果及耐药情况

本 组 3 8 例 血 培 养 阳 性 的 A N P 患 者 共 获 取

6 9 份 病 原 学 培 养 结 果 （ 图 1 ） 。 其 中 2 8 份 为

ESKAPE感染（40.6%），41份为非ESKAPE感染

（ 5 9 . 4 % ） 。 E S K A P E 感 染 中 ，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最

为 常 见 ， 占 5 0 . 0 % （ 1 4 / 2 8 ) ， 其 余 依 次 为 屎 肠 球

菌 （ 1 4 . 3 % ， 4 / 2 8 ） 、 肺 炎 克 雷 伯 菌 （ 1 0 . 7 % ，

3 / 2 8 ） 、 肠 杆 菌 属 （ 1 0 . 7 % ， 3 / 2 8 ） 、 金 黄 色 葡

萄球菌（7.1%，2/28）和铜绿假单胞菌（7.1%，

2/28）。

根据药敏结果，60.7%（17/28）的ESKAPE

为高度耐药性ESKAPE（rESKAPE），包括耐碳

青 霉 烯 类 的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 8 5 . 7 % ， 1 2 / 1 4 ） 、

产ESBL的肺炎克雷伯菌（100.0%，3/3）、耐甲

氧 西 林 的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5 0 . 0 % ， 1 / 2 ） 和 耐

碳 青 霉 烯 及 喹 诺 酮 类 的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 5 0 . 0 % ，

1/2）。无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和产ESBL的肠杆

菌属。

renal failure and digestive tract bleeding and mortality, as well as increased hospital expenses and prolonged 

length of ICU stay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bloodstream infection (all P<0.05). Patients with ESKAPE 

bloodstream infection had higher incidence of shock and hospital expenses than those with non-ESKAPE 

bloodstream infection (both P<0.05).

Conclusion: Bloodstream inf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omplications and mortality in ANP patients. 

ESKAPE are the major pathogens resulting in 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ANP patients, and are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ccurrence of shock in the patients.

Key words Pancreatitis, Acute Necrotizing; Infection;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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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NP 患者的血培养 ESKAPE 分布及耐药情况　　

r：耐药的 ESKAPE，包括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耐
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产 ESBL 的肺炎克雷伯
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耐碳青霉烯及喹
诺酮类的铜绿假单胞菌、和产 ESBL 的肠杆菌属

Figure 1　Distribution and resistance ESKA PE of in blood cultures 
of the ANP patients　　r: Drug-resistant ESKAPE 
pathogens, including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faecium,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ESBL-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 carbapenem-and 
quinolone-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depression chrommosomic β-lactam and ESBL-producing 
Enterobacter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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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流感染与 ANP 患者并发症及预后的关系

血 培 养 阳 性 与 A N P 患 者 的 并 发 症 及 主 要 治 疗

结 果 的 关 系 分 析 显 示 ： 血 培 养 阳 性 的 患 者 发 生 休

克（P=0.048）、呼吸衰竭（P<0.001）、肾功能

衰竭（P=0.001）、消化道出血（P=0.046）以及

死亡（P=0.015）的机会明显增高，并且住院费用

（P=0.001）和入住ICU天数（P<0.001）均明显高

于血培养阴性患者（表1）。

2.3  ESKAPE 血流感染与 ANP 患者并发症及预

后的关系

在16例非ESKAPE血流感染者和22例ESKAPE

血 流 感 染 中 ， E S K A P E 血 流 感 染 者 休 克 发 生 率

5 9 . 1 % ， 非 E S K A P E 血 流 感 染 率 2 5 . 0 %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0 . 0 3 8 ） ； E S K A P E 血 流 感 染 者

的 住 院 费 用 较 非 E S K A P E 血 流 感 染 者 亦 明 显 增 高

（P=0.003）（表2）。

表 1　血培养阳性和血培养阴性 ANP 患者预后比较 [n（%）]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ognosis between ANP patient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blood culture [n(%)]

指标
血培养阴性

（n=49）
血培养阳性

（n=38）
P

休克 11（22.4） 17（44.7）  0.048
呼吸衰竭 28（57.1） 35（92.1） <0.001
肾功能衰竭 8（16.3） 20（52.6）  0.001
消化道出血 5（10.2） 10（26.3）  0.046
腹腔出血 10（20.4） 12（31.6）  0.347
胰性脑病 15（30.6） 16（42.1）  0.376
心功能不全 4（8.2） 3（7.9）  0.641
肠瘘 4（8.2） 3（7.9）  0.641
死亡 8（16.3） 16（42.1）  0.015
住院费用（元） 134 229.5 222 697.7  0.001
入住 ICU 天数（d） 10.6 25.5 <0.001
住院时间（d） 34.2 34.3  0.956

注：两组病例的时间分布和年份构成比相当
Note: Time distribution and year 's proportion are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表 2　ESKAPE 血流感染和非 ESKAPE 血流感染 ANP 患

者预后比较 [n（%）]
Table 2　Comparison of prognosis between ANP patients with 

ESKAPE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non-ESKAPE 
bloodstream infection [n(%)]

指标
非 ESKAPE 血
流感染（n=16）

ESKAPE 血流
感染（n=22）

P 

休克 4（25.0） 13（59.1）  0.038
呼吸衰竭 14（87.5） 21（95.5） 0.379
肾功能衰竭 8（50.0） 12（54.5） 0.520
消化道出血 2（12.5） 8（36.4） 0.099
腹腔出血 3（18.8） 9（40.9） 0.136
胰性脑病 7（43.8） 9（40.9） 0.561
心功能不全 1（6.3） 2(9.1) 0.621
肠瘘 0（0.0） 3(13.6) 0.183
死亡 5（31.3） 11(50.0) 0.206
住院费用（元） 161301.0 267349.8 0.003
入住 ICU 天数（d） 23.4 27.1 0.351
住院时间（d） 36.6 32.7 0.460

注：两组病例的时间分布和年份构成比相当
Note: Time distribution and year 's proportion are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2.4  ANP 患者死亡相关的感染性因素分析

比 较 存 活 与 死 亡 A N P 患 者 的 感 染 性 因 素 ，

结 果 显 示 ， 8 7 例 A N P 患 者 中 ， 存 活 6 3 例 ， 死

亡 2 4 例 ； 存 活 患 者 中 血 流 感 染 2 2 例 （ 2 2 / 6 3 ，

2 4 . 9 % ） ， 死 亡 患 者 中 血 流 感 染 1 6 例 （ 1 6 / 2 4 ，

6 6 . 7 % ） ， 死 亡 A N P 患 者 血 流 感 染 率 明 显 高 于 存

活 A N P 患 者 （P= 0 . 0 1 5 ） ； 血 流 感 染 的 存 活 患 者

中 E S K A P E 血 流 感 染 1 1 例 （ 1 1 / 2 2 ， 5 0 . 0 % ） ，

血 流 感 染 的 死 亡 患 者 中 E S K A P E 血 流 感 染 1 1 例

（11/16，68.8%），血流感染患者中，死亡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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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患者与存活血流感染患者ESKAPE感染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206）（表3）。

表 3　感染因素与 ANP 患者死亡的关系 [n（%）]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ectious factors and mortality of 

ANP patients [n (%)]
　　因素 存活 死亡 P
血流感染 22（34.9） 16（66.7） 0.015
血流 ESKAPE 感染 11（50.0） 11（68.8） 0.206

3  讨　论

细 菌 耐 药 已 成 为 全 球 范 围 最 重 要 的 医 学 问 题

之 一 [ 7 ]。 E S K A P E 是 一 组 对 抗 生 素 广 泛 耐 药 的 细

菌 ， 其 在 院 内 感 染 ， 尤 其 是 危 重 症 患 者 的 感 染 中

所占的比例呈逐年增高的趋势 [3]。来自美国 [8]和墨

西 哥 [ 9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数 据 表 明 ， I C U 患 者 的 感

染大多源自ESKAPE，其中Llaca-Diaz等 [9]对ICU

患 者 的 调 查 显 示 ， 6 4 . 5 % 的 病 原 体 为 E S K A P E ，

且 以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 1 5 . 8 % ） 和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14.3%）为最多见。由于抗生素滥用以及耐药菌

传 播 的 情 况 在 不 同 地 区 的 差 异 性 ， 耐 药 菌 谱 的 分

布 也 具 有 明 显 的 地 区 性 ， 但 是 多 重 耐 药 细 菌 的 发

生率呈上升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10-11]。本组研究表

明，血培养阳性的ANP患者中，40.6%的病原体为

ESKAPE，其中也以鲍曼不动杆菌最为常见，占比

50.0%。

由 于 抗 生 素 滥 用 的 现 象 较 为 普 遍 ， 我 国 也 是

公认的细菌耐药较为严重的国家[12-13]。细菌耐药给

临 床 治 疗 带 来 极 大 困 难 ， 从 而 使 得 危 重 症 患 者 的

病死率明显增加。Ye等 [14]在对我国实质性器官移

植受体患者的研究中发现，44.0%的血流感染是由

ESKAPE病原体所致，而ESKAPE血流感染所致的

病死率高达42.3%。

虽 然 近 年 来 由 于 理 念 和 技 术 的 进 步 ， 包 括 经

皮 穿 刺 引 流 术 （ P C D ） [ 1 5 - 1 6 ]、 内 镜 引 导 下 的 腹 膜

后坏死组织清除（VARD）[17-18]等在内的各种微创

方 法 应 用 于 临 床 ， 使 得 A N P 患 者 的 病 死 率 和 并 发

症 率 明 显 下 降 ， 但 胰 腺 坏 死 合 并 感 染 仍 是 急 性 胰

腺 炎 患 者 死 亡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之 一 ， 病 死 率 仍 高 达

16.0%~66.7% [19]。而病死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

原 因 就 是 细 菌 的 耐 药 性 。 由 于 E S K A P E 均 为 多 重

耐 药 细 菌 ， 而 其 中 更 不 乏 所 谓 的 “ 超 级 细 菌 ” ，

如 耐 甲 氧 西 林 的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M R S A ） 、 产

ESBL的肺炎克雷伯菌、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

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20]，因此，治疗ESKAPE所

致的血流感染往往极为困难。

本 研 究 的 重 点 即 在 于 探 索 E S K A P E 所 致 的 血

流 感 染 对 A N P 患 者 预 后 及 治 疗 结 果 的 影 响 。 结 果

显示，ESKAPE血流感染中，rESKAPE的比例高

达60.7%。合并血流感染的ANP患者的并发症率和

病 死 率 均 明 显 高 于 不 合 并 血 流 感 染 的 患 者 。 更 为

重要的是，ESKAPE所致的血流感染更容易导致休

克 的 发 生 ， 患 者 的 住 院 费 用 亦 明 显 增 高 ， 但 并 不

显 著 增 加 病 死 率 。 这 提 示 ， 胰 腺 外 科 医 生 在 面 对

ESKAPE所致的血流感染时，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

度 和 手 段 ， 尤 其 是 积 极 地 抗 休 克 治 疗 ， 才 能 进 一

步提高ANP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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