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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伤寒沙门菌生物学分型方法在流行病学

调查和监测中的应用

周 刚 ’ 茄维萍
’
廖予妹

“ 周用直 ` 王建阳 ` 王欲 宇’ 刘俊玲 3

摘要 为探索用简便有效的手段 对鼠伤寒沙门菌感染进行调查监测
,

采用英国学者 D gu iu d 的

鼠伤寒沙门菌生物学分型方法
,

应用于医院感染监测
、

病例追踪
、

食物中毒调查
。

结果
:

从医院感染

患儿分离菌株的主要生物型与医院环境污染
、

医务人员携带菌株的生物型分布近似 ;截瘫患者尿中

菌株与从其家庭环境和妻子手上分离菌株生物型别一致 ; 从食物中毒者和剩菜中分离菌株的生物

型别与鸭子携带菌株主要生物型别一致
。

结论
:

患儿医院感染是由于病房环境污染
、

医务人员带菌

引起
;
截瘫患者泌尿系感染与家庭环境污染及其妻带菌有关

,

而非 医院感染 ;食物中毒是 由于食用

带菌鸭子所致
。

关键词 鼠伤寒沙门菌 生物学分型 监测

T h e A P P l ic a t io n o f a S a lm o n e lla t y P h i m u r iu m B io ty P i n g M e th od
t o t h e E P id e m i0 IOg ic a l S u r v e y s a n d

S u r v e i ll a n c e hZ
o u

aG
n g

` .

R u 认几
于
iP i

、 g
,

L i a o Y u m e i
, e z a l

.

`

eH
n a n P ,一 v i n o ia l *\H 召 ie n ` a n d

E Pid e , n ic S l
a t i ( ) n

,

hZ
e 九g z h o u 4 5 00 0 3

A bs t r a e t In o r d e r t o e x p l
o r e a n e w a n

d
e
f fe

e t i v e m
e a n s t o t h e in v es t ig a t io n a n d s u r v e illa n e e o n

aS l l n o n el l a ryP h乞, ,: u r i u m in fe
e t io n

, t h
e a u th

o sr a p p li
e
d

a
b i

o t冲 in g m
e t h

o
d of 5

.

tyP h i , 月 u r i u m

in v e n r e d b y D u g u i d t o t h
e s u r v e ill

a n e e o
f

n

姗
e o l n ia l i

n fce t io n a n
d t r a e i n g o

f i
n
f
e e r e d e a s e 舫 w e ll a s e a u se

o
f foo d 一 即i so n in g

.

R e s u
i r
s s

h
o w e d th

a t t h
e
m aj

o r
b i

o t y p se o f s tar in s iso l
a t e d f or m e h ild

r e n o
f ac q u i r e d

n o

soc
o
m ia l i

n
f
e e t io n w i rh b i

o t y p e s o f s t r a i n s f or m h os p i t al e n v ior n
m

e n t a n d m
e d ie a l s t a f f w e r e q u i t e

s im ila .r T h e
b i

o t y P e o
f

e u l t u r se for m t h
e u r in e i n a p a r a ly t i

e pa t i e n t w a s th e sa m e as f or m t he

e n v ior n m e n t o
f t h

e h o u s e h o ld
a n
d t h

e w if e
’ 5 h a n

d
s

.

T h e
b i

o t即
e s o

f
s t r a in s id e n t ifi

e d f or m foo
d -

因 iso n e a s e s a n
d l

e
f t

o v e r s w as t h
e sa m e a s iso l

a t e d for m d
u e
k
s

.

I t 15 b
e
li
e v e

d t h
a r n

oso
e o m i e ia l in fe e t io n

a
m

o n g e h i ld
r e n w韶 e a u se d b y

e o n t a m in a t io n o
f b

a e t e r i a i n h os P i t a l
e n v ior n

m
e n t a n d e a r r ie sr o

f m
e d ie a l

s t a f f
.

T h
e u r i n a r y i n f

e e t io n o f a p a r a l丫t i
e p a t i e n t w a s d u e r o e n v ior n m e n t p o

ll
u t io n o

f t h
e
h
o su e h o

ld
,

b
u t

n o t t o n o

ocs
o
m ia l i

n
f
e e t io n

.

T h e foo d 一 p o ios n in g e a s e w as e a u s e
d b y r h

e e o n s u m p r io n o
f d u e

k
s i n f

e e t e d

w i t h t h
e
b
a e t e r 屯a

.

K e y w o r
ds aS l , n o n el la t y Ph i

, n u r i u 脚 B io t y P in g S
u r v e ill

a n e e

鼠伤寒沙门菌 (简称鼠伤寒菌 )感染是一

个全球性的公共卫 生问题川
,

不仅可引起医

院感染流行和食物 中毒爆发〔2
,

3 〕
,

甚至也 出

现在艾滋病 人的临床征候中 [ 4〕
,

对其进行调

l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 郑州 4 5 0 0 0 3

2 河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 医学院

3 郑州市儿童医院

本课题 为河南省医药卫 生重点科研课题基金资助

查监测是流行病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

因此
,

各国学者都在积极研究新的简便有效

的流行病学调 查监 测实验方法
。

我 们应用

D ug
u id 氏 鼠伤寒生物学分型方法 f s了于医院

感染监测
、

病例追踪
、

食物中毒的流行病学调

查分析
,

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一
、

流行病学材料
:



2 2 2

1
.

医院感染监测
:

对我省一所儿童医院

的新生儿室
、

二个 内科病区的患儿鼠伤寒感

染现况
,

环境污染情况进行了全年监测
。

每

月定期对所有住院新生儿
、

婴幼儿进行肛拭

采样
,

同时对病房 环境中公用设施
、

病室物

品
、

治疗护理物品
、

医护办公室等进行采样监

测
,

并不定期对全体医护人员大便及手采样

调查
。

2
.

感染病例追踪
:

某男性矿工
,

因煤窑

塌方砸伤致高位截瘫 4 年
,

以间断性发热
、

面

部浮肿
、

腰痛 3 个 月入院
。

入院后即从尿中

培养出鼠伤寒菌
,

故在对病房环境采样调查

的同时
,

又对其家庭环境及家属进行 了采祥

调查
。

3
.

食物中毒调 查
:

某县一小餐馆
,

因聚

餐引起 15 人鼠伤寒菌食物中毒
,

从 3 人大便

中
、

3 份剩菜中分离出鼠伤寒菌株
,

并对其采

购的附近菜场进行了调查
。

由于该县盛产鸭

子
,

聚餐中又有鸭子菜
,

故对鸭子带菌情况进

行了重点调查 (肛拭 )
。

二
、

实脸方法
:

包括 iB t et : ’ S D 一 木搪试

验 ( X y l )
、

m e
so 一 肌醇试验 ( In l )

、

L 一 鼠李糖

试验 ( R h a )
、

d 一 酒石酸盐混浊试验 ( D t a )
、

m

一
酒石酸盐平板抑制实验 (m T a) 一组五项试

验
,

详细方法见参考文献 「5 〕
。

结 果

一
、

医院感染监浏
:

1
,

新生 儿 室
:

分 离菌株 15 3 株 ( 1 5 3 /

4 4 2)
,

对存活的 1 0 5 株进行了分型
。

共分出

9 个生物型
,

分别为 1 1
、

1 2
、

9
、

1 6
、

l
、

3
、

15
、

2 8

和 3 1 型
。

其中优势生物型为 11 型 ( 79 %
,

1 2 1/ 15 3 )
,

1 2
、

9 型也 比较常见 ( 7
.

59 %
,

9 /

巧 3 和 4
.

8 9 %
,

8/ 巧3 )
。

环境中煮奶室的拖

把
、

桌面
、

水池 ; 配奶 (洗澡 )室的奶勺
、

分奶

盘
、

小案板
、

拖把及澡池
、

水龙头 ;病室的床头

柜
、

床栏杆 ;厕所的水龙头
、

拖把等分离出 56

株 ( 5 6 / 4 0 5 )
。

对其中 4 2 株分型显示
,

型别主

要集中在 1 1
、

12
、

9 型
,

其中优势型也为 11 型

(3 8 株 )
。

从 l 名护工 的手
、

3 名护士的手分

离出菌株
,

其生物型为 9
、

16
、

1 型
。

2
.

儿科病房
:

从 2 个病区 1 1 65 名住院

婴幼儿分离出 10 8 株 鼠伤寒菌
,

对其中 41 株

院内感染株
、

49 株院外感染株进行分型
,

共

分出 5 个型别
。

院内感染株与院外感染株生

物型分布的相关性
,

呈非常显著 (
: L二 0

.

9%
,

尸 < 0
,

0 1 )
。

病房环境 中主要 从公用设施中

水池
、

水龙头
、

拖把
、

污水分离 出 73 株
,

其中

6 0 株做了生物分型
,

分 出 4 个型别
,

分布的

基本趋势与院内感染株基本一致
,

二者之间

显 示 相 关 性 非 常显 著 ( r : = 0
.

9 93
,

尸 <

0
.

0 1 )
,

见表 1
。

二
、

病例追踪
:

从病人尿中
、

大便中
、

病房

床头柜分离的菌株
,

生物 型分别为 1 1
、

17
、

27

型
。

而从病人家鸡粪先后分出 4 株
,

粪坑泥

土分出 2 株
,

厕所土分出 1 株
,

病人妻子手上

分离 1 株
,

生物型均为 n 型
。

三
、

食物 中毒调查
:

中毒者大便中 3 菌株

与剩余菜中 3 菌株生物型分型结果一样
,

均

为 2 株 17 型
,

1 株 2 5 型
。

菜场调 查和板鸭

厂及产地鸭子带菌调查
,

主要生物型与中毒

者和剩菜中菌株生物 型一致
,

其餐馆 买菜的

南北菜场中鸭子所带菌与中毒者和剩菜中菌

株生物型分布更接近 (表 2 )
。

表 1 儿科病房鼠伤寒菌株生物型分布

鼠伤寒菌生物型
患儿菌株 病房环境分离菌株

院外感染 院内感染 公用设施 病室物品 治疗室 医护 办

1 1 3 7 3 6 26 1 1 7 6

9

12

l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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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食物中毒菌株生物型分布

鼠伤寒菌生物型 病 人菌株 剩菜菌株
鸭带菌调查 (株数 )

南北菜场 易小桥市场 丰集板鸭厂 注岗杨湾

讨 论

在本次医院感染监测 中
,

其新生儿室实

行全封闭管理
,

95 % 的病例是 以非腹泻病因

入院
,

在院内感染与其环境污染及医务人员

交叉感染有关
。

调查结果显示
,

新生儿菌株

生物型虽有一定的分布性
,

但主要生物型分

布与环境污染菌株分布是一致的
。

而少数生

物型与医务人员携带菌株生物型一致
。

从生

物型分布可以推测
,

外来菌株传入后
,

在病房

环境中定居繁殖
,

尤其在喂奶物品
、

洗澡设施

等长期生存
,

通过 医疗护理操作多种途径造

成新生儿感染
,

是引起感染的主要原因
。

而

医务人员 自身携带菌引起交叉感染与少数新

生儿感染有关
。

个别散在生物型
,

可能通过

其它途径感染和菌株突变引起
。

儿科病房实

行开放性管理
,

陪护家属较 多
,

且因腹泻住院

的患儿占较大 比例 ( 5 0 % )
,

致使外来感染源

较多
。

从生物型分布上看 (表 l )
,

院外感染

菌株与病房环境菌株生物型分布有很大的近

似性
,

其中与公共设施菌株生物型分布更接

近
。

认为院外感染患者大便等污染了公用设

施等病房物品
,

如公用水池
、

水龙头
、

拖把等
,

通过公用接触等再传染给其他患儿
。

本文中截瘫患者泌尿系感染 鼠伤寒菌是

住院后检查发现
,

如不对感染菌株来源进行

病原学追踪分析
,

很难判断是住院后医疗操

作引起
,

还是在家护理引起
。

病 人尿中和粪

便中及病房菌株生物型别的不一致
,

可以排

除自身和医院感染的可能性
。

而与病人妻子

手带菌
,

家中饭桌
、

鸡粪
、

泥土 中等分离菌株

生物型一致
,

可以推断由于家庭环境污染
,

使

其妻子手带菌
,

在导尿护理 中引起感染
。

食

物中毒者大便和剩菜中菌株及餐馆
、

菜场内

鸭带菌生物型别一致
,

并和该县鸭带菌调查

显示的主要生物型别分布相吻合
,

认为该起

食物中毒是由于食用了带鼠伤寒菌的鸭子而

引起
。

鼠伤寒菌生物学分型技术简便易行
,

重

现性好
,

结果稳定
,

可分型性强 [“
,

7〕
,

本文研

究中证实了这一点
,

为对鼠伤寒菌流行病学

调查监测提供了一个新的简便有效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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