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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联合抗菌作用试验观察

国建秋
,

徐卫 宾 山 东省济 宁市药品检验所
,

山东 济宁   

摘要 目的 为 减少抗生素耐药性的 产生
,

寻找适合的抗生 素联合用 药方 式 方法 应 用 十种常见抗生素分

别单独 或联合作用 于 种常见 的致病菌
,

测 定其最低抑菌浓度
。

结果与结论 红霉素对各种致病性球

菌有较强的抑菌能力
,

庆 大霉素对各种致病杆菌的作用较强 红 霉素或庆大霉素与其它抗 生素联用
,

大 多能

获得较明显的协 同作 用
,

但庆 大霉素不 宜与 青霉素类联合应用
。

关键词 抗生素 致病 菌 协同作用 拮抗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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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

抗生素应用较为普遍
,

如果单用易产生

耐药性
。

为此
,

我们选用临床上常见的 10 种抗生素

分别单独或联合作用于 7 种常见 的致病菌
,

测定其

最低抑菌浓度 ( M IC )
,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的

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1
.
1 药物 10 种抗生素为氨节青霉 素钠

、

头抱 呱

酮钠
、

红霉素
、

氯霉素
、

庆大霉素
、

洁霉素
、

乙酞螺旋

霉素
、

土霉素
、

丁胺卡那霉素
、

链霉素
。

( 均 由中国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1
.
2 细 菌 7 种常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

肺

炎球菌
、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

肺炎杆菌
、

痢疾杆菌
、

百

日咳杆菌 (均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1
.
3 培养基 普通 肉汤培养基

:
陈 10 9

、

氯化钠 59
、

牛肉膏 39 加水至 10oo m L 〕

1

.

4 仪器 试管 ( 180m m )
、

培养箱
、

注射器等
。

2 方法

2
.
1 最低抑菌浓度 (M IC )的测定

2
.
1
.
1 供试药液的制备 将所用药品用灭菌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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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稀释至 IO 0 u/ m L 作为原液
。

2

.

1

.

2 培养基的制备 将 肉汤培养基分装于试管

中
:
第一管 9

.
o m L ,

其余 的为 1m L
,

11 管为一组
,

1 1 5 ℃
、

高压 30 m in 灭菌
。

2

.

1

.

3 试验菌液的制备 将 以上菌种放肉汤培养

基活化后
,

再用灭菌注射用水稀释至每 m L 含 10 x

107 个菌落形成单位
。

2

.

1

.

4 操作步骤 将抗生素原液 1
.
o m L 加人盛有

9
.
Om L 肉汤 培 养 基 的第 一 试 管 中

,

混合 后 吸取

1
.
om L 加入第二管中

,

同法依次稀释至第 10 管
,

第

H 管为阳性对照管
。

每管药液 的浓度依次为 10 u/

m L一s
u/m L一2

.
su/m L、 1

.
25u/ m L o o

.
6 25u/ m L一

0
.
31Zu/ m L 一 0

.
156u/ nlL ~ 0

.
078 u/m L ~ 0

.
039 u/

m L、 0
.
o lgu/。L ,

各加人菌液 0
.
lm L ,

对照管不加

抗菌药液
,

37 ℃
、

培养 24 h
,

观察结 果
。

经培养后的

培养管澄明
,

振摇后仍澄明者
,

为无菌生长
,

无细奋
生长的最低浓度即为最低抑菌浓度 (M IC )

。

2

.

2 联合杭 菌试验 采用棋盘法 ( 1 ) (
Cheekboard )

即将两种抗生素分别 以 肉汤二倍系列稀释后
,

以其

各种不同浓度 0
.
s m L 交叉组合

,

总量为 1
.
O m L 。

使

第 l 管每 m L 含 ZM IC
,

第 2 管 含 IM IC ,

第 3 管

0
.
S M Ic ⋯ ⋯

,

然后各加菌液 0
.
lm L (浓度与测单独

M IC 同)
,

对照管不加抗菌药液
,

37 ℃
、

培养 24 小时
,

观察结果
。

经培养后的培养管澄明
,

振摇后仍澄明



者
,

为无菌生长
,

无细菌生长的最低抑菌浓度为两药

联合后的最低抑菌浓度
。

计算 Flc 值和 Flc 指数
。

F I C 值 (A ) = M xC (A 联合)/ M IC (A 单用 )

FI C 指数
二

FI C 值(A )
+

FIC指数

疾0
.
7 5

F IC 值(B )

作用

协同

相加

无关

拮抗

红霉素对各种致病性球菌有较强的抑制能力
,

与其它抗生素联合应用
,

大多能获得较 明显的协同

作用
。

庆大霉素对各种致病性杆菌的作用较强
,

与

其它抗生素联合应用
,

都有不同程度的协同作用
;与

丁胺卡那霉素联合应用可获得较为明显的协同作

用
。

庆大霉素与青霉素类药物联合
,

只获得相加或

无关的作用
。

其原因可能是青霉素类能使氨基糖昔

类灭活
,

不能发挥其抗菌效力
,

故临床上庆大霉素不

宜与青霉素类联合应用
。

11‘1.,一
一一>>

3 结果
:
见表 1 、

表 2
。

4 结论

表 1 杭生素对致病性球菌的作用

细菌种类

金黄色

葡萄球菌

抗生素名称 M IC (U /m L ) 抗生素联合种类 联合后 M IC ( U /m L) FIC 指数 作用

红霉素

乙酞螺旋霉 素

头抱呢酮钠

氨节青霉素钠

庆大霉素

洁霉素

洁霉素

红霉素

乙酞螺旋霉素

氯霉素

红霉素

乙酞螺旋霉素

头抱呢酮钠

洁霉素

氨节青霉素钠

庆大霉素

0
.
625

l0

0
.
625

0
.
156

1
.
0

5

0
.
156

0
.
625

10

5

0
.
156

2
.
5

0
.
078

0.3 12

0
.
039

0
.
625

红霉素 十 乙 酞螺旋霉素

红霉素 + 头抱呢酮钠

红霉素 + 氨节青霉素钠

红霉素 + 庆大霉素

红霉素 十 洁霉素

0
.
312 + 5

0
.156 + 0

‘

1
5

6

0

.

0 7 8
+

0

.

0
1

9
5

0

.

0
7 8

+
0

、

1 2 5

0

.

3 1 2
+

2

.

5

相加

协同

协同

协同

相加

52525o仓住

肺炎球菌

洁霉素 +红霉素

洁霉素 十 乙 酞螺旋霉素

洁霉素
+ 氯霉素

0 ,

0 7
8

+

0

,

3 1 2

0

.

0 3 9
+

0

.

2 5

0

.

0
3 9

+

1

.

2 5

l

0

.

5

0

.

5

相加

协同

协同

乙型溶血

性链球菌 红霉素 + 乙 酞螺旋霉素

红霉素 + 头抱呱酮钠

红霉素 + 洁霉素

红霉素 十 氨节青霉素钠

红霉素 + 庆大霉素

0
.
078 + 2 5

0
.
039 + 0

.
00875

0
.
078 + 0

.
156

0
.
0825 + 0

.
0 39

0
.
078 + 0

,

3
1 2

0

.

5

0

.

5

l

0

.

5

l

无关

协同

相加

协同

相加

表 2 抗生 素对致病性杆菌作用

细菌种类

肺炎杆菌

(肺炎克霉伯氏菌)

大肠杆菌

抗 生素名称

庆大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

链霉素

头抱呱酮钠

庆大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

氨节青霉素钠

头抱呱酮钠

庆大霉素

氯霉素

土霉素

氨节青霉素钠

红霉素

氨节青霉素钠

丁胺卡那霉素

庆大霉素

M IC (
u/m L ) 抗生素联合种类 联合后 M IC (

u/m L ) FI C 指数 作用

2
.
5

l0

l0

1
.
25

5

5

庆大霉素 + 丁胺卡那霉素

庆大霉素 +链霉素

庆大霉素 十 头抱 呱酮钠

0
.
625 + 2

.
5 1

0
.
625 + 2

.
5

0 3 12 + 0
.
156

0
.
5

0
.
5

0
.
5

协同

协同

协同

0
.
625

2
.
5

0
.
625

1
.
25

I
,

2 5

0

.

1 5 6

0 3 1 2

0

.

6 2 5

0

.

6
2 5

0

.

0 3
9

庆大霉素 十 丁胺卡那霉素

庆大霉素 + 氨节青霉素钠

庆大霉素 十 头抱呢酮钠

2
.
5 + 2

.
5

2
.
5 + 0

.
1235

5 + 2
.
5

l 相加

l 相加

2
.
0 无关

痢疾杆菌

庆大霉素 + 氯霉素

庆大霉素 十 土霉素

庆大霉素 +氨节青霉素钠

0
.
156 + 0

.
312

0
.
156 + 0

.
312

0
.
312 + 0

.
078

0
,

5

U 5

协同

协同

相加

百日咳杆菌

红霉素
+ 氨节青霉素钠

红霉素 十 丁胺卡那霉素

红霉素 + 庆大霉素

0
,

0
7 8

+

0

.

1 5
6

0

.

0
7 8

+

0

.

1
5 6

0

.

0
7

8

+

0

.

0
0 8 7 5

0

.

0

.

0

.

协同

协同

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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