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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婴幼儿沙门菌感染血清型分布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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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康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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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东莞地区
+

岁以下婴幼儿沙门菌感染血清型分布特征$方法
!

采集沙门菌单一感染所致腹泻婴幼儿粪

便标本进行沙门菌分离培养!并对菌种进行群和血清型鉴定!分析各种沙门菌血清型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患儿中的分布特征$

结果
!

共分离沙门菌
-@:

株!检出
-:

种血清型!排名前三位的为鼠伤寒沙门菌%斯坦利沙门菌和肠炎沙门菌!共占
:.;<]

$所有

患儿中!男
+>-

例%女
)*-

例!男女比例为
);<<̀ )

!平均年龄"

@;-f+;-

#个月$前三位沙门菌血清型中!男性患儿以鼠伤寒沙门菌

感染为主"

:+;-]

#!斯坦利沙门菌感染比例最小"

):;.]

#!女性患儿也以鼠伤寒沙门菌感染为主"

>-;-]

#!但肠炎沙门菌感染比

例最小"

)@;,]

#'各年龄组患儿均以鼠伤寒沙门菌感染为主!低年龄组"

,

"

>;@@

个月#斯坦利沙门菌感染比例最小"

).;*]

#!中

年龄组"

:

"

));@@

个月#肠炎沙门菌感染比例最小"

)*;*]

#!而高年龄组"

)+

"

+*

个月#肠炎沙门菌和斯坦利沙门菌感染比例一致

"

+);.]

#$主要的
-

种血清型沙门菌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患儿中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男性患儿感染菌种多样性

较女性患儿更为明显'随患儿年龄增长!菌种多样性更为明显$结论
!

+

岁以下婴幼儿沙门菌感染有其独特的血清型分布特征!

感染菌种多样性应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婴幼儿'

!

腹泻'

!

沙门菌'

!

血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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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腹泻是婴幼儿常见病#全世界每年至少有
);-

亿
>

岁以下儿童发生腹泻#其中
->,

万患儿死亡'

)

(

)小儿腹泻多由

病毒感染所致#如轮状病毒*肠道病毒等#也可由细菌感染所

致#如致泻大肠埃希菌*空肠弯曲菌*伤寒沙门菌等'

+

(

)沙门菌

是引起食源性疾病的主要致病菌种之一'

-

(

)相比于伤寒沙门

菌#非伤寒沙门菌种类和宿主更多#因此非伤寒沙门菌感染更

为常见)全球每年约有
@

千万肠炎患者因非伤寒沙门菌感染

所致#其中死亡患者约为
)>

万人&在亚洲及非洲国家#儿童非

伤寒沙门菌感染发病率最高达到
-..

例"
),

万#病死率高达

+,]

"

+>]

'

*

(

)婴幼儿是沙门菌感染高发群体#主要由于婴幼

儿免疫功能尚不完善#胃肠道清除病原体能力差#胃液
D

/

值

高#以及肠道正常菌群量较少'

>

(

)本研究对东莞地区
+

岁以下

沙门菌感染腹泻婴幼儿进行了血清学分析#并研究了相关分布

特征#旨在为本地区婴幼儿沙门菌感染的防治提供一定的理论

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a+,)*

年于东莞市四家食源性疾病监

测哨点医院$东莞康华医院*东莞东华医院*东莞人民医院及东

莞妇幼保健院%就诊#且粪便标本细菌培养鉴定为沙门菌单一

感染的
+

岁以下腹泻婴幼儿)所有患儿均符合腹泻诊断标准!

+*F

以内连续腹泻
-

次及以上#且粪便性状异常)根据添加辅

食的不同年龄阶段#将患儿分成
-

组#即低年龄组$

,

"

>;@@

个

月%*中年龄组$

:

"

));@@

个月%和高年龄组$

)+

"

+*

个月%#

@;A

!

仪器与试剂
!

木糖
!

赖氨酸
!

脱氧胆酸平板$

e8Q

平板%*

改良亚硒酸盐煌绿增菌肉汤$

65X

肉汤%*沙门菌显色平板购

自广东环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沙门菌诊断血清购自宁波天

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Y3T=!

(

G#'

D

1G":,

型全自动微生

物鉴定系统购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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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B;@

!

沙门菌分离鉴定
!

采集患儿新鲜粪便中脓血*黏液*黏

膜样*水样或稀便部分#接种
e8Q

平板#

-< ^

培养
).

"

+*F

后#挑取中心黑色的透明*光滑*湿润*边缘整齐*圆形的菌落&

同时接种
65X

肉汤#

-<^

培养
):

"

).F

后#接种至沙门菌显

色平板#挑取紫红色菌落)采用
[Y3T=!

(

G#'

D

1G":,

型全自

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XR

卡对挑取的菌种进行鉴定)

@;B;A

!

沙门菌分群*分型鉴定
!

$

)

%分群鉴定!采用沙门菌

7

"

S

群
_

抗原多价血清进行玻片凝集实验检测#若发生凝

集#再采用单价血清进行玻片凝集实验检测#以判定菌种群别)

富
[%

抗原的伤寒沙门菌株#经煮沸破坏
[%

抗原后#再进行玻

片凝集实验检测)$

+

%分型鉴定!

_

抗原鉴定后#依次用相应的

/

因子血清检测第
)

相和第
+

相抗原)如双相菌只检出一相

/

抗原$第
)

相或第
+

相%#则采用位相诱导的方法获得另一相

抗原)单相菌不进行位相诱导检测)如果第
)

相和第
+

相
/

抗原均不出现#则采用半固体琼脂平板*血平板或
?/

平板等

传代培养法#获得某相或两相抗原)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466).;,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与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

验)采用
6F1&&#&!2%C&CE

指数$香农指数%分析不同性别组及

年龄组患儿间主要沙门菌血清型的分布差异#即物种多样性)

香农指数计算公式!其中
/

为香农指数#

6

代表物种数目#

4%

代表群落中第
%

种的个体比例#如第
%

种个体数目为
&

%

#总个体

数目为
R

)则
4

%

h&

%

"

R

&香农指数越大#代表物种多样性越

大)

A

!

结
!!

果

A;@

!

不同沙门菌血清型分布特征
!

所有患儿平均年龄$

@;-f

+;-

%个月#男
+>-

例*女
)*-

例#男女性比例为
);<<̀ )

)共检

出沙门菌血清型
-:

种#其中男性患儿检出
+@

种#女性患儿检

出
+-

种&低年龄组患儿检出
):

种#中年龄组检出
+*

种#高年

龄组检出
+>

种&详细分布情况见表
)

)

表
)

!!

不同沙门菌血清型分布特征

沙门菌血清型
构成比

'

0

$

]

%(

患儿性别$

0

%

男 女

患儿年龄$

0

%

低年龄组 中年龄组 高年龄组

)

#

*

#

>

#

)+

!

%

!

a

沙门菌
))

$

+;.,

%

< * ) . +

阿尔巴尼沙门菌
*

$

);,,

%

) - ) ) +

阿格玛沙门菌
<

$

);.,

%

< , ) - -

阿贡纳沙门菌
)>

$

-;.,

%

), > ) - ))

巴雷利沙门菌
+

$

,;>,

%

, + , , +

比斯拉沙门菌
+

$

,;>,

%

+ , , ) )

波茨坦沙门菌
+

$

,;>,

%

, + ) , )

波摩那沙门菌
)

$

,;+>

%

) , , ) ,

肠炎沙门菌
>>

$

)-;@,

%

-> +, )- )- +@

德尔卑沙门菌
):

$

*;,,

%

)) > > : >

恩多洛沙门菌
)

$

,;+>

%

, ) , , )

菲尔摩雷沙门菌
)

$

,;+>

%

, ) , , )

黄金海岸沙门菌
)

$

,;+>

%

) , , , )

加里玛沙门菌
)

$

,;+>

%

) , , , )

科林德尔沙门菌
)

$

,;+>

%

, ) , , )

科特布斯沙门菌
+

$

,;>,

%

) ) , + ,

科瓦利斯沙门菌
)

$

,;+>

%

) , ) , ,

克雷米尤沙门菌
+

$

,;>,

%

+ , ) ) ,

肯塔基沙门菌
)

$

,;+>

%

) , , ) ,

利奇菲尔德沙门菌
@

$

+;+>

%

. ) ) > -

鲁齐齐沙门菌
)

$

,;+>

%

) , , , )

伦敦沙门菌
)-

$

-;+>

%

)) + : > +

罗森沙门菌
),

$

+;>,

%

. + ) * >

纽波特沙门菌
-

$

,;.,

%

+ ) , ) +

浦那沙门菌
+

$

,;>,

%

+ , , + ,

圣保罗沙门菌
)

$

,;+>

%

) , , ) ,

鼠伤寒沙门菌
):,

$

*,;*,

%

),* >: +< >. <>

斯坦利沙门菌
><

$

)*;*,

%

+. +@ @ )@ +@

汤卜逊沙门菌
+

$

,;>,

%

) ) ) ) ,

瓦诺沙门菌
)

$

,;+>

%

) , , ) ,

韦太夫雷登沙门菌
-

$

,;.,

%

+ ) , ) +

维尔肖沙门菌
-

$

,;.,

%

) + , + )

伊桑吉沙门菌
)

$

,;+>

%

, ) ) , ,

伊施堡沙门菌
)

$

,;+>

%

, ) , ) ,

印第安纳沙门菌
+

$

,;>,

%

) ) , , +

爪哇沙门菌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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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沙门菌血清型分布特征
!

在检出的所有沙门菌血清

型中#构成比前三位为鼠伤寒沙门菌*斯坦利沙门菌和肠炎沙

门菌#共占全部菌种数量的
:.;<]

)男性患儿以检出鼠伤寒

沙门菌为主$

:+;-]

%#检出斯坦利沙门菌最少$

):;.]

%&女性

患儿也以检出鼠伤寒沙门菌为主$

>-;-]

%#但检出最少的为肠

炎沙门菌$

)@;,]

%&男性患儿菌种多样性高于女性患儿)不同

性别患儿
-

种沙门菌血清型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

#

(h,;,@@

%)不同年龄组患儿均以检出鼠伤寒沙门菌

为主#但低年龄组检出最少的为斯坦利沙门菌$

).;*]

%#中年

龄组检出最少的为肠炎沙门菌$

)*;*]

%#高年龄组肠炎沙门菌

和斯坦利沙门菌构成比一致$

+);.]

%&随着患儿年龄增长#沙

门菌多样性也随之增加)不同年龄组患儿
-

种沙门菌血清型

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

(h,;*<,

%)

-

种主

要沙门菌血清型分布特征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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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细菌性腹泻病原菌以沙门菌为主#易感人群为
+

岁以

下婴幼儿'

:

(

)李梅等'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南宁

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
)-,>

例腹泻患儿进行粪便标本菌株分离

培养#结果发现
+,),a+,)+

年沙门菌感染发病率依次为

>;-@]

*

.;+,]

和
),;+]

#呈逐年递增趋势#

:

"

)+

月龄患儿在

所有患儿中所占比例最大$

-+;@-]

%)何冬梅等'

.

(分析了

+,),

年广东省
):

家哨点医院监测结果#发现沙门菌检出率为

-;>.]

#各年龄段均可感染沙门菌#以婴儿为主#占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婴幼儿沙门菌感染的主要血清型为鼠伤寒沙

门菌*肠炎沙门菌等#与类似研究报道一致'

@!))

(

)本研究也证

实#婴幼儿沙门菌感染具有独特的血清型分布特征#如斯坦利

沙门菌所占比例在不同分组情况下均小于鼠伤寒沙门菌#提示

目前导致婴幼儿腹泻的沙门菌血清型以鼠伤寒沙门菌为主)

曲梅等'

)+

(对
+,,.a+,,@

年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沙门菌感染

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 )

)本研究同样发现男性患儿所占

比例高于女性患儿#且男性患儿沙门菌感染多样性较女性患儿

更为明显#提示男性婴幼儿可能更易感染不同血清型的沙

门菌)

本研究对沙门菌感染所致腹泻婴幼儿进行了年龄分组#结果

显示#尽管排名前三位的沙门菌血清型在各年龄段患儿中的分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随着年龄增长#感染沙门菌的菌

种多样性更为明显#高年龄组婴幼儿可检出种类更多的沙门菌血

清型#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婴幼儿肠道发育和饮食结构调整#肠道内

菌群种类增多和功能复杂化#年龄越大#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所需

的细菌种类越多#导致不同血清型沙门菌感染风险升高)这不仅

增加了沙门菌感染所致儿童腹泻的防治难度#也给维持儿童肠道

微生态平衡造成了困难)婴幼儿沙门菌感染防控应侧重于
)+

"

+*

月龄婴幼儿#注意手部卫生#避免喂食家长咀嚼后的食物#同时

避免进食未煮熟的肉类及禽蛋类食物)

综上所述#鼠伤寒沙门菌是导致婴幼儿沙门菌感染腹泻的

主要血清型#各类血清型沙门菌在不同性别和年龄腹泻婴幼儿

中的分布大致相同#但男性或高年龄婴幼儿感染的沙门菌血清

型多样性有所增高#应当引起重视)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沙门菌

感染的耐药性尚待进一步研究#以便更好地进行沙门菌感染的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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