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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普通环境长爪沙鼠种群中病原体携带情况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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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普通环境饲养的长爪沙鼠病原感染情况进行初步调查，为制定长爪沙鼠病原体检测地方

标准提供依据。 方法　 参考小鼠、大鼠微生物和寄生虫检测方法，对普通环境饲养的 ３０ 只长爪沙鼠进行 １６ 项细

菌、１１ 项病毒和 ８ 项寄生虫的检测。 结果　 饲养于普通环境的 ３０ 只长爪沙鼠有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仙台

病毒、小鼠肺炎病毒、呼肠孤病毒 ＩＩＩ 型、小鼠脑脊髓炎病毒、支原体、泰泽病原体、螺杆菌抗体检出，其检出率分别

为 ６ ７％ 、３ ３％ 、１００ ０％ 、６ ７％ 、１０ ０％ 、６ ７％ 、６ ７％和 ５６ ７％ ，同时检出嗜肺巴斯德杆菌感染率为 ３ ３％ ，金黄色

葡萄球菌感染率为 １０ ０％ ，大肠埃希菌 Ｏ１１５ ａ， Ｃ， Ｋ （Ｂ）感染率为 ６ ７％ ，鼠三毛滴虫感染率为 １００ ０％ ，鞭毛虫

感染率为 １００ ０％ 。 结论　 本研究为制定长爪沙鼠等级标准提供了参考数据。
【关键词】 　 长爪沙鼠；病原微生物；寄生虫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８５６（２０１７） １１⁃００１５⁃０４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 ７８５６ ２０１７ １１ ００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ＤＡＩ Ｆａｎｇ⁃ｗｅｉ１， ＤＵ 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１， ＺＨＯＵ Ｓｈａ⁃ｓａｎｇ１， ＬＶ Ｙｕ１， ＧＵＩ Ｆｅｉ２， ＳＯ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２， ＣＨＵ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１ ∗

（１．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３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１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ａｎｄ 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３０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ｉｃ ｃｈｏｒｉｏ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６． ７％ ）， ｓｅｎｄａｉ ｖｉｒｕｓ （３． ３％ ），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ｖｉｒｕｓ ｏｆ ｍｉｃｅ （１００． ０％ ）， ｒｅ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ＩＩＩ （ ６． ７％ ）， ｍｏｕｓｅ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 （１０． ０％ ），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ｓｐｐ． （６． ７％ ）， Ｔｙｚｚｅｒ’ 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６． ７％ ） ａｎｄ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ｐｐ．
（５６ ７％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ｏｕｒ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ｓｔｅｕｒｅｌｌａ ｐｎｅｕｍｏｔｒｏｐｉｃａ
ｗａｓ ３． ３％ ，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１０． ０％ ，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Ｏ１１５ ａ， Ｃ， Ｋ （Ｂ） ６． ７％ ， Ｔｒｉ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ｓ ｍｕｒｉｓ １００． ０％ ａｎｄ
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ｔｅｓ １００． ０％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长 爪 沙 鼠 又 称 沙 土 鼠 （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
Ｍｅｒｉｏｎｅｓ ｕｎｇｕｉｃｕ ｌａｔｕｓ），属哺乳纲，啮齿目，仓鼠科，
沙鼠亚种，沙鼠属，是一种抗旱能力强、具有独特生

物学特性的“多功能”实验用动物［１ － ９］。 长爪沙鼠

从野生到驯养、再到实验动物化乃至用于动物实验

已有 ７０ 多年的历史。 近年来长爪沙鼠作为实验动

物新资源，在品系培育、生物净化、质量检测和应用

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 标准化是长爪沙鼠作为实

验动物应具备的基本属性，也是实验用长爪沙鼠应

用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条件，而微生物学和寄生虫

学指标则是重要的标准化内容之一。 尽管国内已

有不少学者开展了长爪沙鼠质量控制方法研究，但
国内尚无长爪沙鼠质量控制标准发布，导致长爪沙

鼠质量控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这不但制约

了长爪沙鼠的应用，也直接影响到科学研究和生物

制品的质量，以及人员健康。 因此，研究制定长爪

沙鼠的质量控制标准、完善长爪沙鼠质量控制体系

及提升长爪沙鼠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１０ － １７］。
本文对普通环境饲养的长爪沙鼠病原感染情况进

行初步调查，以期为制定长爪沙鼠质量标准的提供

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对长爪沙鼠种群所在区的不同方位随机抽取

３０ 只活体动物，１ ～ ２ 月龄，体重 ３０ ～ ５０ ｇ，雌雄各

半，由某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１ 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ＤＨＬ 培养基、ＮＡＣ 琼脂培养基、ＮＡＣ 液体培养

基、ＳＰ 培养基和豆粉琼脂均由青岛日水生产，羊血

由贝瑞斯特生产，血琼脂基础培养基 （ ｂｌｏｏｄ ａｇａｒ
ｂａｓｅ）（Ｎｏ． ２，ＣＭ０２７１）购自英国 Ｏｘｉｏｄ 公司。 生化

鉴定试剂：革兰氏阴性菌鉴定板（ＮＭＩＣ ／ ＩＤ⁃４）、革兰

氏阳性菌鉴定板（ＰＭＩＣ ／ ＩＤ⁃５５）及相关鉴定配套试

剂购自美国 ＢＤ 公司。 革兰氏染色液、ＡＰＩ２０Ｅ 肠道

菌鉴定系统（Ｒｅｆ． ２０１００）、ＡＰＩ ２０ＮＥ 非肠道菌鉴定

系统（Ｒｅｆ． ２００５０）、ＡＰＩＳＴＡＰＨ 葡萄球和微球菌鉴

定系统（Ｒｅｆ． ２０５００）、ＡＰＩ２０ ＳＴＲＥＰ 链球菌、ＶＩＴＥＫ２
革兰氏阳性细菌鉴定卡，ＶＩＴＥＫ２ 革兰氏阴性细菌

鉴定卡，以及有关种类的鉴定系统（Ｒｅｆ． ２０６００）购
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Ｂｉｏｍｅｒｉｅｕｘ）。 生化管购自

青岛高科技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ＥＬＩＳＡ 检测

试剂盒：泰泽病原体抗原板为 ＶＲＬｕｓ 提供，其余抗

原板购自 Ｘｐｒｅｓｓｂｉｏ。 沙鼠 ＨＲＰ 二抗为 ＧｅｎｅＴｅｘ
Ｒａｂｂｉｔ ａｎｔｉ⁃Ｇｅｒｂｉｌ ＨＲＰ（Ｌｏｔ：＃８２１５０００６７），１∶ １０ ０００
稀释于 ０ ０５％ ＰＢＳＴ 使用。 ＩＦＡ 检测试剂盒：中检

院 ＩＦＡ 抗原片，其中沙鼠二抗为 ＧｅｎｅＴｅｘ Ｒａｂｂｉｔ
ａｎｔｉ⁃Ｇｅｒｂｉｌ ＦＩＴＣ（Ｌｏｔ：＃２０３５４），１∶ ４００ 稀释于荧光二

抗稀释液中使用。
生物显微镜，培养箱，实体解剖镜，ＶＩＴＥＫ２ 全

自动细菌鉴定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ＬＥＩＣＡ⁃
ＤＭ⁃２５００ 荧光显微镜（德国徕卡）；６８０ 型酶标仪（美
国 Ｂｉｏ⁃Ｒａｄ）；ＨＦ⁃Ｓｓｆｅ⁃１８００ 生物安全柜（力康生物医

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１ ３　 实验方法

１ ３ １　 检测方法

对 １１ 项病毒、１６ 项病原菌和 ８ 项寄生虫进行

检测，检测方法见表 １ ～ ３，检测参照国家标准（ＧＢ ／
Ｔ １４９２６）进行。
１ ３ ２　 细菌分离培养

眼球采血后采用安死术处死沙鼠，严格按照无

菌操作要求解剖动物，实验过程中按实验动物使用

的 ３Ｒ 原则给予人道主义关怀，用一次性接种环刮

取呼吸道分泌物，接种两个血琼脂培养基。 其中，
一个置于 ５％ ＣＯ２ 培养箱中 ３７℃培养 ４８ ｈ，另一个

置于普通培养箱中 ３７℃培养 ４８ ｈ，根据长出菌落的

大小、形态、颜色、溶血类型等进行分类，然后对每

一种类的细菌纯培养，革兰氏染色，以确定下一步

的分离鉴定方法。
１ ３ ３　 细菌的鉴定

革兰氏染色分类后的细菌分别用不同的鉴定

条进行鉴定，用分析软件分析结果。 根据软件提示

补充相应的生化项目，对部分不太确定的菌株用全

自动细菌鉴定仪进行检测。

２　 结果

２ １　 长爪沙鼠血清中病毒抗体检测

用所建立的间接 ＥＬＩＳＡ 方法对长爪沙鼠血清

中鼠痘病毒（ＥＣＴ）、汉坦病毒（ＨＶ）、淋巴细胞脉络

丛脑膜炎病毒（ＬＣＭＶ）、仙台病毒（ＳＶ）、小鼠肝炎

病毒（ＭＨＶ）、小鼠肺炎病毒（ＰＶＭ）、呼肠孤病毒 ＩＩＩ
型（ＲＥＯ⁃３）、小鼠细小病毒（ＭＶＭ）、小鼠轮状病毒

（ＭＲＶ）、小鼠腺病毒（ＭＤＶ）、小鼠脑脊髓炎病毒

（ＴＭＥＶ）等 １１ 种病毒抗体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

示：ＬＣＭＶ、ＳＶ、ＰＶＭ、ＲＥＯ⁃３、ＴＭＥＶ 有抗体阳性检

出，其检出率分别为：６ ７％ （２ ／ ３０）、３ ３％ （１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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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０％ （３０ ／ ３０）、６ ７％ （２ ／ ３０）、１０ ０％ （３ ／ ３０），见
表 １。
２ ２　 长爪沙鼠肠道、呼吸道和血清中细菌携带情况

检测

用所建立的间接 ＥＬＩＳＡ 方法对长爪沙鼠血清

中支原体、泰泽病原体及螺杆菌抗体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显示：支原体抗体检出率为 ６ ７％ （２ ／ ３０），泰
泽病原体抗体检出率为 ６ ７％ （２ ／ ３０），螺杆菌感染

率为 ５６ ７％ （１７ ／ ３０），见表 ２。 同时对其沙门菌、肺
炎克雷伯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产酸克雷伯杆菌、
绿脓杆菌、大肠埃希菌 Ｏ１１５ ａ， Ｃ， Ｋ （Ｂ）、皮肤病

原真菌、鼠棒状杆菌、多杀巴斯德杆菌、支气管鲍特

杆菌、嗜肺巴斯德杆菌、肺炎链球菌、乙型溶血性链

球菌 β 等 １３ 种细菌进行分离培养与鉴定。 检测结

果显示：嗜肺巴斯德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

埃希菌 Ｏ１１５ ａ， Ｃ， Ｋ （Ｂ）有检出，检出率分别为

３ ３％ （１ ／ ３０）、１０ ０％ （３ ／ ３０）和 ６ ７％ （２ ／ ３０）。
２ ３　 长爪沙鼠体外、肠道寄生虫和血清抗体筛查

对长爪沙鼠体外寄生虫、全部蠕虫、卡氏肺孢

子虫、鼠三毛滴虫、鞭毛虫、纤毛虫、弓形虫、兔脑原

虫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鼠三毛滴虫感染率为

１００ ０％ （３０ ／ ３０）、鞭毛虫感染率为 １００ ０％ （３０ ／
３０），体外寄生虫、全部蠕虫、卡氏肺孢子虫、纤毛

虫、弓形虫、兔脑原虫均未阳性检出，见表 ３。

表 １　 普通级环境长爪沙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ｎ ＝ ３０）
Ｔａｂ． 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ｖｉｒｕ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病毒名称
Ｖｉｒｕｓｅｓ

检测方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阳性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鼠痘病毒 Ｅｃｔｒｏｍｅｌｉａ ｖｉｒｕｓ （ＥＣＴ） ＥＬＩＳＡ ０ ０％ （０ ／ ３０）

汉坦病毒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ＨＶ） ＥＬＩＳＡ ０ ０％ （０ ／ ３０）

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ｉｃ ｃｈｏｒｉｏ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ＬＣＭＶ） ＥＬＩＳＡ ６ ７％ （２ ／ ３０）

仙台病毒 Ｓｅｎｄａｉ ｖｉｒｕｓ （ＳＶ） ＥＬＩＳＡ ３ ３％ （１ ／ ３０）

小鼠肝炎病毒 Ｍｏｕｓｅ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ＭＨＶ） ＥＬＩＳＡ ０ ０％ （０ ／ ３０）

小鼠肺炎病毒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ｖｉｒｕｓ ｏｆ ｍｉｃｅ （ＰＶＭ） ＥＬＩＳＡ １００ ０％ （３０ ／ ３０）

呼肠孤病毒 ＩＩＩ 型 Ｒｅ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ＲＥＯ⁃３） ＥＬＩＳＡ ６ ７％ （２ ／ ３０）

小鼠细小病毒 Ｍｉｎｕｔｅ ｖｉｒｕｓ ｏｆ ｍｉｃｅ （ＭＶＭ） ＥＬＩＳＡ ０ ０％ （０ ／ ３０）

小鼠轮状病毒 Ｍｏｕｓｅ 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 （ＭＲＶ） ＥＬＩＳＡ ０ ０％ （０ ／ ３０）

小鼠腺病毒 Ｍｏｕｓｅ ａｄｅｎｏｖｉｒｕｓ （ＭＤＶ） ＥＬＩＳＡ ０ ０％ （０ ／ ３０）

小鼠脑脊髓炎病毒 Ｔｈｅｉｌｅｒ’ｓ ｍｏｕｓｅ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ＴＭＥＶ） ＥＬＩＳＡ １０ ０％ （３ ／ ３０）

表 ２　 普通级环境长爪沙鼠细菌检测结果（ｎ ＝ ３０）
Ｔａｂ． 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细菌名称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检测方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阳性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沙门菌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ｓｐｐ．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肺炎克雷伯杆菌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金黄色葡萄球菌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０ ０％ （３ ／ ３０）
产酸克雷伯杆菌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 ｏｘｙｔｏｃａ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绿脓杆菌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螺杆菌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ｐｐ． ＥＬＩＳＡ ５６ ７％ （１７ ／ ３０）
大肠埃希菌 Ｏ１１５ ａ， Ｃ， Ｋ （Ｂ） Ｅ． ｃｏｌｉ Ｏ１１５ ａ， Ｃ， Ｋ （Ｂ）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６ ７％ （２ ／ ３０）

支原体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ｓｐｐ． ＥＬＩＳＡ ６ ７％ （２ ／ ３０）
泰泽病原体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Ｔｙｚｚｅｒ’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ＥＬＩＳＡ ／ ＩＦＡ ６ ７％ （２ ／ ３０）

皮肤病原真菌 Ｄ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 ｆｕｎｇｉ 镜检、培养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鼠棒状杆菌 Ｃｏｒｙｎ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ｋｕｔｓｃｈｅｒｉ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多杀巴斯德杆菌 Ｐａｓｔｅｕｒｅｌｌａ ｍｕｌｔｏｃｉｄａ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支气管鲍特杆菌 Ｂｏｒｄｅｔｅｌｌａ ｂｒｏｎｃｈｉｓｅｐｔｉｃａ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嗜肺巴斯德杆菌 Ｐａｓｔｅｕｒｅｌｌａ ｐｎｅｕｍｏｔｒｏｐｉｃａ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 ３％ （１ ／ ３０）

肺炎链球菌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β⁃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分离培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０％ （０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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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普通级环境长爪沙鼠寄生虫检测结果（ｎ ＝ ３０）
Ｔａｂ． 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寄生虫名称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检测方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阳性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体外寄生虫
Ｅｃ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镜检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０ ０％ （０ ／ ３０）

全部蠕虫
Ａｌｌ 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ｓ

镜检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０ ０％ （０ ／ ３０）

卡氏肺孢子虫
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ｉｓ ｃａｒｉｎｉ

镜检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０ ０％ （０ ／ ３０）

鼠三毛滴虫
Ｔｒｉ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ｓ ｍｕｒｉｓ

镜检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０％ （３０ ／ ３０）

鞭毛虫
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ｔｅｓ

镜检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０％ （３０ ／ ３０）

纤毛虫
Ｃｉｌｉａｔｅｓ

镜检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０ ０％ （０ ／ ３０）

弓形虫
Ｔｏｘｏｐｌａｓｍａ ｇｏｎｄｉｉ ＥＬＩＳＡ ０ ０％ （０ ／ ３０）

兔脑原虫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ｏｚｏｏｎ ｃｕｎｉｃｕｌｉ ＥＬＩＳＡ ０ ０％ （０ ／ ３０）

３　 讨论

目前，国内尚无有关长爪沙鼠微生物学和寄生

虫学等级控制标准。 本文对饲养于普通环境中的

长爪沙鼠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状况进行检测，其
结果为制定长爪沙鼠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等级控

制标准提供了可参考的基础数据。
国内对长爪沙鼠病原自然感染的情况已有多

个报道。 段明丽［１７］ 等曾从野生和驯养的长爪沙鼠

中检出 ＭＨＶ、ＬＣＭＶ 和 ＳＶ 抗体阳性，进一步证实长

爪沙鼠对以上多种病毒存在自然易感性。 杜小燕

等［１３］从野生和驯养长爪沙鼠中检出大肠杆菌、巴斯

德菌、链球菌、葡萄球菌和鸡葡萄球菌和猪链球菌、
支气管炎博德等条件致病菌。 戴方伟等［１４］ 也曾在

浙江省普通长爪沙鼠群中检出支原体和泰泽病原

体抗体阳性检出，除金黄色葡萄球菌、猪链球菌、肺
炎链球菌、犬巴斯德菌等致病菌外，其它均为非致

病菌或条件致病菌。 冯育芳等［１５ － １６］ 对北京群长爪

沙鼠的细菌普查中，发现嗜肺巴斯德杆菌、多杀巴

斯德菌、大肠埃希菌、弗氏志贺菌、伤寒沙门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等检出。 本研究检出的部

分致病菌和条件致病菌种类均与以上报到相一致，
在标准制定的时候应作为主要推荐指标考虑。 王

钜等［１２］在普通环境和清洁级环境中长爪沙鼠寄生

虫感染状况观察，其中有鼠三毛滴虫等阳性检出。
鼠三毛滴虫的生活史非常简单，是广泛寄生于小

鼠、大鼠和野生啮齿类盲肠的非致病性寄生原虫，
其感染率高达 ９０％ ～ １００％ ，鼠三毛滴虫的滋养体

时期既是生活时期又是传播阶段。 本次检查结果

显示，在普通环境饲养的长爪沙鼠三毛滴虫和鞭毛

虫的感染率高达 １００％ 。 这可能与饲养环境、饲料

和饮水的控制不严有关。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建议：在制订长爪沙

鼠微生物和寄生虫的地方标准或国家标准时，应考

虑将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仙台病毒、支原

体、泰泽病原体、大肠埃希菌 Ｏ１１５ ａ， Ｃ， Ｋ （Ｂ）等
病原列为清洁级长爪沙鼠应排除的病原微生物，鼠
三毛滴虫作为清洁级长爪沙鼠应考虑排除的寄生

虫；小鼠肺炎病毒、呼肠孤病毒 ＩＩＩ 型、小鼠脑脊髓炎

病毒、金黄色葡萄球菌、螺杆菌、嗜肺巴斯德杆菌作

为 ＳＰＦ 级长爪沙鼠应排除的病原微生物，鞭毛虫作

为 ＳＰＦ 级长爪沙鼠应考虑排除的寄生虫。 需补充

说明的是，限于诊断试剂盒的选择，本项目参考了

大鼠、小鼠微生物、寄生虫国家标准进行病原微生

物和寄生虫自然感染筛查。 由于大鼠、小鼠与长爪

沙鼠在感染病原谱及对相同病原易感性等方面可

能存在的差异性，在制订长爪沙鼠微生物和寄生虫

的地方标准或国家标准时，进一步扩大筛查范围及

扩充已有参考信息（如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ｉｖｅｒ 企业标准等）
将有助于建立一套符合长爪沙鼠实际的病原控制

标准，这对长爪沙鼠的推广和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目前，国内缺乏长爪沙鼠微生物和寄生虫的

检测试剂。 在病原微生物血清抗体检测方面，我们

与国内某研究院合作建立相应的 ＥＬＩＳＡ 抗体检测

方法，制备了长爪沙鼠特异性抗血清，并针对各种

试剂盒优化了滴度，对所建立的方法进行特异性、
敏感性及可应用性评价。 在此基础上，还选择进口

试剂盒进行方法学和检测结果的验证。 应用以上

所建立的方法，对普通环境饲养的长爪沙鼠病原感

染情况进行初步调查，获得的检测结果，为制定长

爪沙鼠质量检测标准提供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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