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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广州市感染性腹泻患者中沙门菌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菌型分布及抗菌药物耐药情

况#为临床用药)科学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收集
$"#(M$"#!

年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

例腹泻

患者的粪便进行沙门菌的分离鉴定#同时对分离菌进行血清型分型及药敏试验(结果
!

在
*'$"

例标本中#共

分离沙门菌
2'"

株#检出率为
'%$*S

(年龄分布以儿童为主#其中
#

周岁以下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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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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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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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分型检出有
2,

种沙门菌血清型#以
T

群
=2

#

*

#

#$

%

/

%

M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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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伤寒沙门菌!占
#!%"S

$和肠炎伤寒菌!占
#$%)S

$更为多见(药敏结果显示#分离菌株对广谱

合成类青霉素氨苄西林敏感性较低#呈逐年下降趋势#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亚胺培南和第三)四代头孢类抗

菌药物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吡肟较为敏感#但某些菌株存在严重的多重耐药现象(结论
!

该地区腹泻患

者检出沙门菌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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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分型分主#婴幼儿感染率较高#且具有季节性分布特征#应实时监测菌株耐

药谱变化趋势#指导临床用药#控制多重耐药菌株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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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属是引起食源性感染性疾病的主要病原

之一!可分为伤寒和非伤寒沙门菌感染!其中非伤寒

沙门菌感染通常表现为肠道感染!可引起腹泻"发热"

腹痛等!少数引起肠道外感染!可致血流感染"泌尿道

感染和中耳炎!常发生在免疫低下的患者中$

#

%

#据报

道!全球每年有超过
)

千万例感染病例!其中死亡病

例约
#*

万!给全球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负担$

$

%

#因

此!

QDR

于
$"""

年成立了全球沙门菌监测系统

&

YVV

'!监测全球范围内沙门菌的流行及耐药情况$

(

%

#

在我国!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中!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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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沙门菌感染引起的$

2

%

#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近

年来我国耐药型沙门菌检出率逐年增高$

*

%

#因此深

入研究沙门菌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包括发病年龄"

季节特点"血清型分布"耐药情况等!将对临床预防及

治疗沙门菌有重大意义#本文对广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
$"#(M$"#!

年沙门菌感染的情况进行了回顾性分

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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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株来源
!

收集
$"#(

年
#

月到
$"#!

年
#"

月期

间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急性腹泻患者临床

分离的沙门菌!排除相同患者同部位重复菌株#药敏

试验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
4L??$*)$$

和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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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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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改良亚硒酸磺绿增菌液&

@VTY

'"

木糖赖氨酸胆酸盐琼脂平板&

ǸU

'"麦康凯平板"沙

门菌显色平板"

@D

平板"

'

种药敏纸片购自
R̀ R=U

公司+沙门菌分型诊断血清购自宁波天润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法国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及配套的革

兰阴性生化鉴定卡#

$%&

!

病原菌培养与鉴定

$%&%$

!

分离培养
!

将标本接种在
ǸU

"麦康凯平板"

沙门菌显色平板"

@VTY

中培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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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箱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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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方法
!

选择在
ǸU

上生长的黑色"边缘

无色半透明湿润菌落+或是沙门菌显色平板上淡紫色

的可疑菌落按照
O=L]e+$?CF

X

597;

全自动细菌鉴

定仪操作规程对培养的菌落进行鉴定#

$%&%&

!

血清学试验
!

确定为沙门菌属后!用沙门菌

诊断血清进行血清学分型试验!根据凝集的
R

因子和

D

因子在
e5A88F51+QG/7;

表中查询即得该菌株的血

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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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敏试验
!

药敏试验采用
QDR

推荐的
e+T

纸片扩散法#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

?NV=

'的推荐!从粪便分离的沙门菌药敏试验用于常

规报告&

4

组'和选择性报告&

T

组'的抗菌药物共
$$

种#结合本院临床用药情况!选择其中
'

种&氨苄西

林"氨苄西林*舒巴坦"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头孢他

啶"头孢噻肟"头孢吡肟"亚胺培南'为本次试验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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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结果判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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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以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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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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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质控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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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试验结果应用
VWVV#,%"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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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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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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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收集腹泻病例

*'$"

例!分离得到沙门菌株
2'"

例!检出率为
'%$*S

!

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见表
#

'#在分离出
2'"

株沙门菌

的患者中!男性
$!'

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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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

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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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间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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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方面!沙门菌检出患者

以儿童为主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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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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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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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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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者占
*%'S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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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行季节分布来看!全年均可发病!其中

春季&

#M(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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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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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2M!

月'

#2!

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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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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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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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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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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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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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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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检出高峰期在夏

秋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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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地区沙门菌检出率

年份 送检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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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沙门菌血清型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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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沙门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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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血清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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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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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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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见!鼠伤寒沙门菌&占
#!%"S

'和
U

群肠炎伤寒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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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列二"三位!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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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耐药性分析
!

沙门菌对氨苄西林"氨苄

西林*舒巴坦"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均有一定程度耐

药#沙门菌对氨苄西林耐敏感性较差!为
2"S

左右!

且呈逐年下降趋势+沙门菌对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

孢吡肟较为敏感!

2'"

株沙门菌中未发现对亚胺培南

耐药的菌株#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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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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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地区腹泻患者感染

沙门菌血清型分布情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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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地区沙门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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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物敏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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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是引起感染性腹泻的最常见病原菌!其中

尤以食源性感染最为突出#从流行的季节分布看!全

年均可检出!高峰期为
!M##

月#可见!沙门菌感染

多发生于夏秋季节!主要原因可能是夏秋季温度高!

湿度大!细菌繁殖能力强!食物容易变质!且食用生冷

食品较多!加热不充分等都易引起食源性疾病#特别

是夏秋季节的温度和湿度与沙门菌的生物特性吻合!

利于其生长和传播#从患者年龄分布来看!各年龄段

均有感染的可能性!但以婴幼儿为主&

&

'

岁'!占

)2%)S

!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婴幼儿出现腹泻症状!家

长会及时去医院寻求救治!另一方面婴幼儿接触不洁

玩具和不卫生行为较多!加上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

对致病菌的抵抗力较低引起#

沙门菌属是肠杆菌科的一个菌属!根据抗原结

构!有
$*""

多种血清型#据报道!我国沙门菌食物中

毒最常见的血清型为鼠伤寒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

阿贡纳沙门菌"肠炎沙门菌和鸭沙门菌$

!

%

!但不同地

区和不同医院分离的血清型有所差异$

,+'

%

#在本次分

离的
2'"

株沙门菌中!

T

群的
=2

!

*

!

#$

(

/

(

M

检出率最

高!占
$(%'S

!其后依次为鼠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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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斯坦利沙门菌等#根据文献报道!北京$

)+##

%

"上

海$

#$+#(

%

"新疆$

#2

%

"南京$

#2

%和沈阳$

#2

%地区优势沙门菌血

清型为肠炎沙门菌!而广东地区鼠伤寒沙门菌为第一

优势血清型!其次为肠炎沙门菌$

#*+#!

%

#本次的监测结

果与以往的报道相一致!但和广东其他地区报道的沙

门菌优势血清学分型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与地区差

异"实验室沙门菌检测技术及收集的标本量有一定关

系#例如!根据文献报道!

@VTY

沙门菌选择性增菌

液具有修复受损沙门菌的能力!能大大提高沙门菌检

出率$

#*

%

#为了提高本院患者沙门菌检出率!本实验室

在平板培养基接种的基础上!增加了
@VTY

增菌

环节#

目前!细菌耐药性在世界范围内已是公认的难

题#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耐药菌株的出现率正

不断加大#此次检出的
2'"

株沙门菌对环丙沙星的

敏感性逐年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喹诺酮类药物治疗

肠道菌感染有价廉"用药方便及不良反应少等优点!

但其药物敏感性正逐年下降!可能与临床抗感染治疗

上的大量使用和在畜牧业!特别是在食源性动物中作

为促生长剂的广泛使用有关#同时!本项研究发现!

沙门菌感染人群以婴幼儿为主!而
&

代喹诺酮类药物

不利于儿童软骨发育!故临床上应慎用#目前!超广

谱头孢菌素以其低耐药率和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点

已成为儿科临床治疗沙门菌感染的首选药物$

#,

%

#第

三"四代头孢抗菌活性强!毒副作用少!在临床广泛使

用#此次检出的
2'"

株沙门菌对头孢他啶"头孢噻肟

和头孢吡肟较为敏感!但随着第三"四代头孢类药物

的广泛应用!会出现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等一系列多

重耐药现象!因而对该类药物应密切关注其耐药情

况#本研究发现!沙门菌感染者对氨苄西林敏感性较

低&

2"S

左右'!呈逐年下降趋势!因而临床上选择使

用该药物要慎重#沙门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亚

胺培南
#""S

敏感!与有关报道基本一致!因而该类药

物可作为沙门菌感染治疗时的经验用药的选择依据#

综上所述!沙门菌对氨苄西林和环丙沙星耐药率

逐年增高!临床上应慎重选择+对第三"四代头孢和亚

胺培南耐药率稳定在较低水平!但应加强沙门菌耐药

性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以控制沙门菌感染和减少耐

药性沙门菌的发生#同时!应在低龄儿童家长中广泛

宣传关于肠道传染病的预防知识!从小培养良好的卫

生习惯!切实降低沙门菌的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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