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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大面积脑梗死患者卒中相关性肺炎菌群分布

及其危险因素研究

郑雄伟，张 威，张晓改

　　２０１２０２上海市电力医院神经内科

　　 【摘要】　目的　 分析大面积脑梗死 （ＭＣＩ）患者卒中相关性肺炎 （ＳＡＰ）菌群分布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上海市电力医院收治的ＭＣＩ患者１１７例，根据住院期间ＳＡＰ发生情况分为 Ａ组 （发生 ＳＡＰ，ｎ＝２９例）
和Ｂ组 （未发生ＳＡＰ，ｎ＝８８）。ＳＡＰ患者采用抗生素治疗前完成痰细菌培养、痰真菌培养；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
而ＭＣＩ患者ＳＡＰ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本组患者ＳＡＰ发生率为２４７８％；其中革兰阴性
菌感染者１４例 （占４８２８％），革兰阳性菌感染者７例 （占２４１４％），真菌感染者５例 （占１７２４％），混合感染者３
例 （占１０３４％）。两组患者性别、有无高血压、有无高脂血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年龄、
有无糖尿病、有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有无延髓麻痹、有无意识障碍、有无鼻饲支持、有无气管插管与切开
及营养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ＯＲ＝３０７１，９５％ＣＩ
（１４８０，６８５５）〕、糖尿病 〔ＯＲ＝２５７４，９５％ ＣＩ（１３８８，１２０３７）〕、ＣＯＰＤ 〔ＯＲ＝２６１０，９５％ ＣＩ（１６３２，
１９３７５）〕、延髓麻痹 〔ＯＲ＝４０２８，９５％ＣＩ（２０６１，２８３６１）〕、意识障碍 〔ＯＲ＝２０１６，９５％ＣＩ（１３５１，１００６４）〕、
气管插管与切开 〔ＯＲ＝３８８７，９５％ＣＩ（３７９６，５１８３６）〕是ＭＣＩ患者ＳＡＰ的独立危险因素 （Ｐ＜００５）。结论　ＭＣＩ
患者ＳＡＰ致病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且年龄、糖尿病、延髓麻痹、意识障碍及气管插管与切开是ＭＣＩ患者ＳＡＰ的危险
因素，应引起临床重视。

　　 【关键词】　 大面积脑梗死；卒中相关性肺炎；菌群；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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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ｔｒｏｋ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ｓ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ｉｎ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ｋ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ｇ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ＯＰＤ，ｂｕｌｂａｒ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ａ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ｔｒｏｋ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ｏ．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ｏｋ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

　　大面积脑梗死 （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ＭＣＩ）
是脑梗死的严重类型，是指颈内动脉、大脑主动脉等主

干动脉闭塞、狭窄引起的供血区脑组织梗死，其梗死灶

面积大、累及范围广，具有病死率高、致残率高及并发

症多等特点。卒中相关性肺炎 （ｓｔｒｏｋ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ＳＡＰ）是脑梗死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其不但
会增加患者治疗成本，还会延长住院时间及增加治疗难

度、死亡风险。ＭＣＩ患者常伴有意识障碍、吞咽困难，
发生ＳＡＰ的风险较高，但目前有关 ＭＣＩ患者 ＳＡＰ发生
情况、影响因素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ＭＣＩ
患者ＳＡＰ菌群分布及其危险因素，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上海市电力医院收
治的 ＭＣＩ患者 １１７例，均符合大面积脑梗死诊断标
准［１］：最大梗死灶直径＞５ｃｍ，且累及２个或２个以上
脑叶；经ＣＴ或磁共振检查明确诊断。所有患者中男７２
例，女４５例；年龄５１～８３岁，平均年龄 （６２７±７１）
岁。排除标准：（１）ＭＣＩ发病前合并肺部感染者；（２）
合并肺脏及其他脏器恶性肿瘤者； （３）合并肝、肾等
重要脏器功能衰竭者。根据住院期间ＳＡＰ发生情况将所

有患者分为Ａ组 （发生ＳＡＰ，ｎ＝２９例）和Ｂ组 （未发

生ＳＡＰ，ｎ＝８８）。
１２　ＳＡＰ诊断标准　参照 《卒中相关性肺炎诊治中国

专家共识》［２］中的ＳＡＰ诊断标准，即影像学检查显示新
出现的肺部浸润性病变，且伴有以下标准中２项及以上
者：发热 ＞３８０℃；肺部湿音；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１０×１０９／Ｌ或≤４×１０９／Ｌ；原有呼吸道症状加重并排
除其他肺部疾病，如肺栓塞、肿瘤等。

１３　方法　在ＳＡＰ患者应用抗生素治疗前完成痰细菌、
痰真菌培养，并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基础疾病 〔包括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延髓麻痹情况、意识障碍
情况、鼻饲支持情况、气管插管与切开情况、营养状

况。出现饮水呛咳、吞咽困难等定义为延髓麻痹；出现

定向力障碍、感觉阈限增高、精神活动紊乱及记忆障碍

定义为意识障碍；清蛋白＜３０ｇ／Ｌ定义为营养不良。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χ２检验；ＭＣＩ患者 ＳＡＰ的影响
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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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痰培养结果　本组患者 ＳＡＰ发生率为 ２４７８％
（２９／１１７）；其 中 革 兰 阴 性 菌 感 染 者 １４例 （占

４８２８％），革兰阳性菌感染者 ７例 （占 ２４１４％），真
菌感 染者 ５例 （占 １７２４％），混合 感 染 者 ３例
（占１０３４％）。
２２　ＭＣＩ患者ＳＡＰ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
性别、有无高血压、有无高脂血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年龄、有无糖尿病、有无
ＣＯＰＤ、有无延髓麻痹、有无意识障碍、有无鼻饲支持、
有无气管插管与切开及营养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ＭＣＩ患者ＳＡＰ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ｎ（％）〕

Ｔａｂｌｅ１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ＡＰ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ＣＩ

临床特征
Ａ组
（ｎ＝２９）

Ｂ组
（ｎ＝８８） χ２值 Ｐ值

性别 ０８８９ ０３４３
　男 ２０（６９０） ５２（５９１）
　女 ９（３１０） ３６（４０９）
年龄（岁） ６０８９ ００１４
　＜６０ ６（２０７） ４１（４６６）
　≥６０ ２３（７９３） ４７（５３４）
高血压 ０３６４ ０５４７
　有 １１（３７９） ３９（４４３）
　无 １８（６２１） ４９（５５７）
高脂血症 ０２００ ０６５５
　有 ７（２４１） ２５（２８４）
　无 ２２（７５９） ６３（７１６）
糖尿病 ４９３４ ００２６
　有 １７（５８６） ３１（３５２）
　无 １２（４１４） ５７（６４８）
ＣＯＰＤ ３９４７ ００４７
　有 １０（３４５） １５（１７０）
　无 １９（６５５） ７３（８３０）
延髓麻痹 ４４１０ ００３６
　有 ８（２７６） １０（１１４）
　无 ２１（７２４） ７８（８８６）
意识障碍 ４９９４ ００２６
　有 １４（４８３） ２３（２６１）
　无 １５（５１７） ６５（７３９）
鼻饲支持 ６５３３ ００１０
　有 １３（４４８） １８（２０５）
　无 １６（５５２） ７０（７９５）
气管插管与切开 ６６２５ ００１０
　有 ７（２４１） ６（６８）
　无 ２２（７５９） ８２（９３２）
营养状况 １２１２４ ＜０００１
　良好 ６（２０７） ５１（５８０）
　不良 ２３（７９３） ３７（４２０）

　　注：ＣＯＰ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２３　ＭＣＩ患者 ＳＡＰ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ｉｔｉｃ回归分
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作为自变量，
将ＳＡＰ作为因变量 （变量赋值见表 ２）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糖尿病、ＣＯＰＤ、
延髓麻痹、意识障碍、气管插管与切开是ＭＣＩ患者ＳＡＰ
的独立危险因素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变量赋值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变量 赋值

年龄 ＜６０岁＝０，≥６０岁＝１

糖尿病 无＝０，有＝１

ＣＯＰＤ 无＝０，有＝１

延髓麻痹 无＝０，有＝１

意识障碍 无＝０，有＝１

鼻饲支持 无＝０，有＝１

气管插管与切开 无＝０，有＝１

营养状况 不良＝０，良好＝１

ＳＡＰ 无＝０，有＝１

　　注：ＳＡＰ＝卒中相关性肺炎

表３　ＭＣＩ患者ＳＡＰ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ＳＡＰ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ＣＩ

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９５％ＣＩ）

年龄 １５３３ ０７１０ ４６６２ ＜００５ ３０７１（１４８０，６８５５）

糖尿病 １４０８ ０５５１ ６５３０ ＜００５ ２５７４（１３８８，１２０３７）

ＣＯＰＤ １７２７ ０６３１ ７４９１ ＜００５ ２６１０（１６３２，１９３７５）

延髓麻痹 ２０３４ ０６６９ ９２４４ ＜００５ ４０２８（２０６１，２８３６１）

意识障碍 １３０５ ０５１２ ６５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６（１３５１，１００６４）

鼻饲支持 ０９０３ ０４８８ ３４２４ ＞００５ １６３４（０９４８，６４０２）

气管插管与切开 ２６４１ ０６６７ １５６７８ ＜００５ ３８８７（３７９６，５１８３６）

营养状况 ０８５５ ０５２７ ２６３２ ＞００５ １５２５（０９６７，６６０６）

３　讨论
ＭＣＩ是脑梗死的严重类型，常由于病变累及大、中

动脉而引起广泛脑组织缺血坏死，患者多伴有意识障

碍、肢体活动障碍、吞咽困难等临床表现，且同时存在

的应激反应可引起自身免疫功能紊乱，故ＭＣＩ患者住院
期间易继发感染，其中以肺部感染最常见。ＳＡＰ是脑梗
死患者肺部感染的特殊类型，与医院获得性肺炎相比，

ＳＡＰ在病原学、疾病演变、抗生素选择及疾病转归方面
可能具有独特规律［３－４］，但关于 ＭＣＩ患者 ＳＡＰ的发病
率、病原学、危险因素等研究报道较少。

一项大样本、多中心研究结果显示，重症监护室患

者ＳＡＰ发生率高于普通病房患者，且 ＳＡＰ发生风险与
病情严重程度有关［５］。本 组患 者 ＳＡＰ发 生率为
２４７８％，高于普通脑梗死患者的４％～２３％［６］，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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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与ＭＣＩ患者病情较严重有关。ＳＡＰ的致病菌多
种多样，朱海清等［７］研究发现，革兰阴性菌是ＳＡＰ的主
要致病菌，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一致。为了预防ＭＣＩ患者
并发ＳＡＰ，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ＭＣＩ患者ＳＡＰ的影响因
素，结果显示，年龄、糖尿病、ＣＯＰＤ、延髓麻痹、意
识障碍、气管插管与切开是 ＭＣＩ患者 ＳＡＰ的独立危险
因素。

由于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机体对应激的缓冲能力

较中青年人群差，当发生ＭＣＩ时易继发支气管黏膜屏障
受损、内环境紊乱、细菌移位等情况，进而导致肺部感

染发生率升高。ＳＵＩ等［８］研究指出，随着年龄增长 ＳＡＰ
发生风险逐渐升高， ＞６５岁人群每增加１岁 ＳＡＰ发生
风险增加１１３倍。本研究结果显示，≥６０岁的 ＭＣＩ患
者ＳＡＰ发生风险是＜６０岁ＭＣＩ患者的３０７１倍。

脑梗死患者常见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高脂血症、

ＣＯＰＤ和糖尿病等，且 ＣＯＰＤ和糖尿病是 ＳＡＰ的危险因
素［９－１０］。ＣＯＰＤ患者机体功能退化，支气管黏膜屏障功
能减退，纤毛运动活力下降，咳嗽、咳痰反射迟钝等均

可导致气道分泌物黏稠而不易排出，细菌滋生进而引发

肺部感染。糖尿病患者发生ＭＣＩ后可刺激血糖反应性升
高，为细菌滋生创造有利条件，而白细胞趋化、游走、

吞噬能力下降不利于激活细胞免疫反应，可为 ＳＡＰ发
生、发展 “推波助澜”。因此，尽早扩张气管、给予润

肺化痰药物、控制血糖有助于降低 ＭＣＩ患者 ＳＡＰ发生
风险。

伴有延髓麻痹、意识障碍及行气管插管与切开的

ＭＣＩ患者病情较严重。ＭＣＩ患者伴有延髓麻痹、意识障
碍时咳嗽、排痰能力下降，进食能力丧失，反流和误吸

发生率升高，进而导致肺部感染发生率升高。张薇

等［１１］研究显示，伴有延髓麻痹和意识障碍的脑梗死患

者ＳＡＰ发生风险分别是未伴有延髓麻痹和意识障碍的脑
梗死患者的２８８、３４９倍。郑文进［１２］研究指出，延髓

麻痹、意识障碍等严重神经功能损伤症状除可能引起肺

炎之外，还与患者住院期间死亡有关。气管插管、切开

等有创操作可破坏原有呼吸道的黏膜屏障，导致咳嗽、

咳痰困难，进而引发呼吸机相关性肺部感染，且致病菌

以多重耐药菌为主，增加了治疗难度。但临床上并不能

因为ＳＡＰ发生风险升高而放弃行气管插管、切开，适时
的气管插管、切开对挽救ＭＣＩ患者生命至关重要。

综述所述，ＭＣＩ患者 ＳＡＰ致病菌以革兰阴性菌为
主，且年龄≥６０岁、有糖尿病、有延髓麻痹和意识障
碍及行气管插管与切开的ＭＣＩ患者 ＳＡＰ发生风险较高，
应引起临床重视。

作者贡献：郑雄伟进行试验设计与实施、资料收集

整理、撰写论文、成文并对文章负责；张威进行试验实

施、评估、资料收集；张晓改进行质量控制及审校。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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