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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肺炎死亡树鼩中分离到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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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 ( 例 " 月内因肺炎死亡的树鼩采样进行病原菌分离培养鉴定分析) 方法!解剖死亡树

鼩#利用无菌刀片切开肺组织#用无菌接种环插入肺内采样接种于营养琼脂培养基#另取两份样品进行细菌涂片革

兰氏染色和抗酸染色) 培养出来的细菌进行进一步分离和菌落生长情况的观察#并经革兰氏染色(抗酸染色(氧化

酶试验(生化编码鉴定和 # 种药敏试验#初步确定树鼩肺部感染的致病菌及其药敏情况) 结果!样本革兰氏染色

见到大量阴性杆菌#抗酸染色结果显示为非结核分枝杆菌#大小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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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养琼脂培养 ( 例样品

中均仅见 " 株旺盛生长的细菌#进一步分离培养经革兰氏染色为阴性杆菌#抗酸染色为非结核分枝杆菌#大小和染

色结果与样本涂片相同#经鉴定为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药敏试验表明该菌对头孢哌酮#呋喃妥因#氨苄西林#阿米

卡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磺胺甲噁唑9甲氧苄定高度敏感$对庆大霉素和青霉素 c为低度敏感) 结论!( 例树鼩

死亡原因均为细菌性肺炎#病原菌初步鉴定为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药敏实验筛选出的药物可为临床治疗树鼩该类

病例用药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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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很有价值的新型实验动物#

近几十年来#树鼩已广泛应用于病毒(细菌(寄生

虫(神经(内分泌(泌尿(肿瘤等方面的研究 -".

)

人工饲养状态下群养或交配饲养的成年树鼩

常常因饲养条件不适(营养(发情等原因撕咬致伤

致残#继而导致突然死亡) 该类死亡树鼩常可见到

明显的外伤#无腹泻症状#极易判断死因) 单独关

养的成年树鼩无任何外观表现异常而突然死亡的

原因应进行调查分析#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对我中心 ( 例单独关养的树鼩急性死亡病

例进行解剖诊断#确诊为肺炎后用细菌学方法采样

进行了培养(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弄清了导致死

亡的原因)

IN材料和方法

IQIN培养基和主要试剂

营养琼脂(J@J@琼脂(三糖铁培养基(肠杆菌科

细菌生化鉴定管(氧化酶试验试剂盒(革兰氏染色

试剂盒均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快速

抗酸染色试剂盒购自迈克生物试剂有限公司#药敏

纸片为北京天坛药物生物技术公司产品)

IQGN树鼩细菌采样涂片和培养

人工饲养的 ( 只成年树鼩#均来自于中国医学

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灵长类研究中心 + JLê

%滇&%&"& H&&&$,+JYê %滇&%&"& H&&&),#单独饲

养于室内不锈钢笼) 平时饲喂由玉米粉(麦粉(奶

粉(白糖(鸡蛋等配合经蒸熟成糕状的食物#辅食以

饲喂苹果(面包虫为主) 每日清洁一次饮水盒及料

盒并清扫粪便) 树鼩发病前饮食活动均正常#发病

后活动性下降#通常厌食 " > 后绝食#次日死亡) 尸

体解剖见外观无异常#肛周清洁无腹泻症状#剖见

心脏(肝脏(脾脏(胰腺(肾脏(肾上腺(膀胱均正常#

胃(大肠(小肠空无#双肺表面呈众多白色针尖样细

小结节#全肺充血浸润#急性肺炎典型症状明显)

利用无菌刀片切开肺部结节部位#用无菌接种环插

入肺内病灶采样接种于营养琼脂培养基#将平皿倒

置放入 $)q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G p%* 6 观察结果)

另采样两份于预先滴有 " 滴生理盐水的洁净载玻片

上进行细菌涂片革兰氏染色和抗酸染色镜检)

IQTN细菌分离培养和染色

挑选营养琼脂培养皿中的典型菌落用三糖铁

琼脂鉴别培养基作进一步的分离培养和产酸产气

等培养特征鉴定) 挑选分离培养得到的单个菌落

涂片按革兰氏染色试剂盒和快速抗酸染色试剂盒

使用说明书分别进行革兰氏染色和抗酸染色镜检)

另外转种 J@J@琼脂观察培养特性)

IQUN氧化酶试验

将洁净滤纸条置于干净平皿内#在超洁净操作

台中用接种环在分离培养的中管里轻刮一满环菌

体均匀涂于湿润的滤纸上#用氧化酶试剂滴在滤纸

条细菌培养物上#"& <内观察结果) 紫红色为阳性#

无色或淡黄色为阴性%观察结果不明显时需进行重

复实验&)

IQZN细菌生化鉴定

取生化编码鉴定管用砂轮将玻璃管上端划痕

折断#然后用接种针取分离到的纯菌培养物接种

%氨基酸及对照管需覆盖灭菌液体石蜡 " p% 滴&#

置灭菌平皿内或小试管架上放 $'q培养箱内#"G p

%* 6 内观察生化反应结果) 对照采用大肠埃希菌

ROLL%'#%%)

"' 种肠道杆菌生化编码鉴定管为'硫化氢(苯

丙氨酸(葡萄糖酸盐(蛋白胨水(葡磷胨水(枸橼酸

盐(尿素(半固体(赖氨酸(鸟氨酸(氨基酸对照(棉

子糖(山梨醇(侧金盏花醇(木胶糖)

IQWN药敏试验

采用 ,̂V纸片法进行 -%.

#本次所用药敏试纸片

如下'阿米卡星%RK$&

%

;9片&(青霉素 c%P"&

%

;9

片&(头孢哌酮 %L[P)'

%

;9片&(氨苄西林 %RQ"&

%

;9片&( 呋 喃 妥 因 % [O$&&

%

;9片 &) 庆 大 霉 素

%cQ"&

%

;9片&(诺氟沙星%KNM"&

%

;9片&(氧氟沙

星% N[U'

%

;9片 &( 磺 胺 甲 噁 唑9甲 氧 苄 定 % JeO

%$3)'9"%'

%

;9片 &) 对 照 采 用 大 肠 埃 希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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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树鼩肺炎病原菌药敏试验结果
0:;SI!JB<4F87/1/0/7=7F<7CF<B07<5T8DFB-5D/.8.765;FD/41.47FC/B-/D 7CFF<6CF?

药物名称 ZCB;<

头孢哌酮

L[P

庆大霉素

cQ

氧氟沙星

N[U

诺氟沙星

KNM

青霉素

cP

氨苄西林

RQ

阿米卡星

RK

呋喃妥因

[O

磺胺甲噁唑9甲氧

苄定 JeO

抑菌圈直径 --

% 1.47FC/5<7.</<>/.-F7FC/D --&

$( ( %' $& G %" %$ %& %$

GN结果

GQIN样品及其培养分离物革兰氏染色

样品及培养物涂片革兰氏染色在油镜下均见

到大量杆状红色细菌#形态几乎完全相同#为革兰

氏阴性杆菌#未见其它细菌%彩插 * 图 "&)

GQGN样品及其培养分离物抗酸染色

油镜下样品及培养物涂片抗酸染色均见到大

量细长杆状蓝色细菌#无弯曲和分枝#抗酸染色为

阴性#证实该菌为非结核分枝杆菌%彩插 * 图 %&)

GQTN细菌培养分离和鉴定

营养琼脂培养 ( 例树鼩均仅见 " 株细菌生长#

无其它细菌#该菌生长旺盛#菌落呈圆形凸起#半透

明#表面光滑湿润#$)q培养 "G 6 菌落直径大小约

&3' 4-) 三糖铁培养基分离培养产酸产气#得到的

细菌革兰氏染色为阴性杆菌#氧化酶试验均为阴

性#抗酸染色为非结核分枝杆菌#大小约为 &3%

%

-

w% p(

%

-#接种 J@J@琼脂生长迅速#粉红色菌落#

呈云雾状#经细菌生化编码鉴定为致病性大肠埃希

菌#符合率为 "&&o)

GQUN细菌药敏试验

细菌药敏试验测得的抑菌圈大小见表 ") 从表

中可看出该菌对所试药物均敏感#其中对头孢哌

酮#呋喃妥因#氨苄西林#阿米卡星#氧氟沙星#诺氟

沙星#磺胺甲噁唑9甲氧苄定高度敏感#对庆大霉

素#青霉素 c为低度敏感)

TN讨论

大肠埃希菌通常情况下对人体无害#但也有部

分致病性发生改变了的大肠埃希菌特殊血清型#可

以导致消化道感染 -$.

) 在人类#大肠埃希菌引起细

菌性肺炎感染的人群主要是新生儿(老年人和体弱

多病者#其他人群较少见#且预后恶劣 -*#'.

) 在实验

动物中#引起肺炎的致病细菌众多#但少见致病性

大肠埃希菌感染的报道) 一般情况下成年树鼩的

死亡以咬死和腹泻较为常见#肺炎相对少见) 虽然

我们从临床肺炎死亡的树鼩新鲜尸体肺脏分离到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但同时潜在的联合致病因子或

其他病原尚未针对性分离或排除#因此分离到的致

病性大肠埃希菌尽管从症状表现上看很有可能是

树鼩致病致死的主要原因#但不一定是致病致死的

唯一原因) 尽管如此#值得重视的是本文病例的发

生说明大肠埃希菌有可能导致成年树鼩急性细菌

性肺炎而死亡)

本文病例分离培养检出的病原菌为致病性大

肠埃希菌#该菌很容易通过饮食(环境接触而感染#

而且只要生长条件适宜#繁殖十分迅猛) 因此#我

们日常饲养管理中应当注意树鼩巢箱(饮食的卫

生(活动性和排便数量性状的观察记录#重视气温

快速变化时采取及时保暖措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一旦存在病例发生#应引起足够重视#及时隔离治

疗#加强饮食卫生#有效进行环境消毒#以防止在群

体间迅速传播)

实验室内树鼩爆发间质性肺炎已有报告#特点

是发病急#死亡率高#其病原为肺炎支原体 -(.

) 但

其他类型的树鼩肺炎少有报道) 由于在解剖中见

到白色针尖状结节#因此我们怀疑有结核分枝杆菌

的可能性#故而进行了抗酸染色进行鉴别#结果证

明为非结核分枝杆菌) 但对形成细小结节的原因

尚不明确#由于直接涂片中都见到大量细菌#推测

可能为细菌大量集聚所致)

本次药敏试验表明#导致树鼩死亡的菌株对所

试药物均敏感#这为以后早期发现病例的治疗提供

了实验依据和药物选择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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