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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氨曲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定敏感率均较高。
2.2%%%%治疗与转归 入院后 36例应用头孢呋辛或头孢曲松抗
菌治疗，辅以雾化吸入退热平喘等治疗，重症加用丙种球蛋
白加强支持，治愈出院； 5例治疗 3~5d后（分别为 2例应用
头孢呋辛、2例应用头孢曲松 、1例应用阿齐霉素）疗效不显，
根据药敏结果改为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泰能） 抗感染后治
愈；1例先后应用头孢呋辛、 头孢哌酮 /舒巴坦抗感染治疗 1
周无好转，自动出院。
3%%%%讨论

肺炎克雷伯氏杆菌是革兰氏阴性菌，是重要的条件致病
菌，当机体免疫力低下时,%能引起多种感染[1]。 我院儿科肺炎
患儿痰培养得到肺炎克雷伯杆菌 42株，所有患儿年龄均 <12
月，说明克雷伯肺炎常见于婴儿 。多数患儿起病急，有发热气
促，而外周血象及血 CRP增高不明显。 查血清酶 15例，其中
CK同工酶增高 10例，占 66.7%（10/15），说明肺炎克雷伯杆
菌感染对心肌有一定损害。 对婴儿肺炎有发热气促而血象及
血 CRP增高不明显者应考虑克雷伯肺炎可能， 应及时细菌
培养。

肺炎克雷伯杆菌是产 ESBL的典型细菌，其耐药机制为
质粒介导，携带 ESBL基因的质粒常同时携带对其它抗生素
耐药基因而形成多重耐药[2]。 本组 42株肺炎克雷伯杆菌中产
ESBL7株，占 16.67%，低于国内部分地区的报道[3，4]。 结果显

示本地区克雷伯杆菌对氨苄西林全部耐药，故临床疑为克雷
伯肺炎不应使用氨苄西林抗感染。 喹诺酮类药物虽然对产
ESBL%的肺炎克雷伯杆菌敏感率较高,%但动物试验显示喹诺
酮类药物对软骨发育有损害， 使其在儿科的使用受到限制。
庆大霉素等氨基糖甙类药物因其耳毒性及肾毒性在 6岁以
下儿童禁用，而克雷伯肺炎多见于婴儿，故不能作为儿科治
疗克雷伯肺炎的常规用药。 亚胺培南对β-内酰胺酶高度稳
定， 对产 ESBL%的肺炎克雷伯杆菌具有很强的抗菌活性，本
文中 42株肺炎克雷伯杆菌对亚胺培南全部敏感， 提示亚胺
培南可作为治疗重症克雷伯肺炎的首选药物。 药敏试验显示
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头孢曲松、头孢他定等第三代头孢霉素敏
感率 >80%，对头孢呋辛敏感率也接近 80%，故在治疗克雷伯
肺炎时可选用第二、第三代头孢菌素，对产 ESBL者应选用
亚胺培南或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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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不明原因发热是指体格检查、实验室及特殊检查均
无异常发现的小儿发热， 临床较为常见。 笔者自 2001年以
来，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运用小柴胡汤合桂枝汤加减
治疗小儿不明原因发热 100例，效果显著。 兹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

100例患儿中，男 68例，女 32例；年龄最大者 15岁，最
小者 4个月； 其中 4个月 ~2岁 35例，3~5岁 45例，6~10岁
15例，11~15岁 5例；发热最长者近 1年，最短者半个月，就
诊时体温在 37.1~38℃59例，38.1~38.5℃35例，高于 38.5℃6
例；100例患儿在来本科就诊前，均采用西药治疗 5d以上。中
药治疗前，全部病例经作血、尿、粪常规、胸片及部分生化检
查，均无异常发现，所选病例中药治疗时均停用西药。
2%%%%方药组成

处方：柴胡、黄芩、党参、桂枝、白芍、地骨皮、甘草、黄芪、
知母。 加减：挟食滞加焦三仙、槟榔、鳖甲以理气消食，阴伤重
加麦冬、天花粉、胡黄连以养阴生津，热甚加葛根、生石膏，偏
气虚者重用黄芪。
3%%%%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体温恢复正常，伴随症状消失，停药后 1月随访无
复发者；好转：体温明显下降，伴随症状明显减轻，或体温恢
复正常，但停药后体温复升高者；无效：体温、症状无改善。

4%%%%治疗结果
经治疗，全部病例均显效，其中痊愈 96例，占 96%；好转

4例，占 4%。
5%%%%典型病例

张某，男，1%岁，确山县胡庙乡人。 2003年 10月 3日初
诊。其母代诉：发热时轻时重 4月余，体温波动在 37.1~38.8℃
之间，曾在乡、县医院多次门诊和住院治疗罔效，遂经介绍来
我科就诊。 症见：发热（体温 37.6℃），手足热甚，上午尤重，伴
纳差、消瘦、汗出。 查其精神不振，面色少华，舌淡，苔薄白，脉
细数。经、血、尿、粪常规，胸片，肝功等检查未发现异常。遂投
小柴胡汤合桂枝汤加减以和解少阳，调和营卫，3剂而愈。 随
访 2月未见复发。
6%%%%体会

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腠理疏
松，卫外不固，易感外邪。 邪犯日久，损伤正气，耗气伤阴，则
阴阳失调。 正虚邪恋，正、邪交争故低热绵绵。 方中小柴胡汤
和解少阳枢机，桂枝汤调和营卫，驱邪外出，加黄芪、知母，益
气生津。 诸方合用，共奏益气养阴，调和阴阳达邪外出之功，
使正气恢复、阴阳调和，则病愈矣，正如《内经》中曰“阴平阳
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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