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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 年大肠埃希菌 #!$% & ’%
宿主动物带菌情况调查

倪大新 汪华 顾玲 郭喜玲 庄菱 施平 潘浩 史智扬 胡晓抒 刘光中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苏省不同地区大肠埃希菌 #!$%&’% 宿主动物带菌情况及其毒力基因阳性

率。方法 在不同流行强度的地区分别设立监测点，采集猪、鸡、羊、牛等家畜家禽粪便标本，用免疫磁

珠法进行病原菌分离培养，并用多重引物聚合酶链反应进行毒力基因分析。结果 ( 个监测点共采集

猪、鸡、羊、牛等家畜家禽粪便标本! %(%份，共检出大肠埃希菌 #!$% & ’% !%) 株，总带菌率为"*(+,。其

中，以牛、羊带菌率较高，分别为!"*)$,和!+*)!,。对 -$ 株菌进行 !"#!、!"#+、$%$& 和 ’() . 种毒力基

因的检测，$(*.%,的菌株毒力基因阳性，且以同时带有 !"#+、$%$& 和 ’() / 种毒力基因最为常见，占带

毒菌株的%"*!%,。结论 宿主动物带菌率与当地疾病流行强度有关，即有确诊病人的地区宿主动物

带菌率及菌株毒力基因阳性率最高，其次为仅有零星病例的地区，而无相关病例的地区最低。提示加

强宿主动物大肠埃希菌 #!$%&’% 监测，对疫情的分析和疫情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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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夏秋季节，在我省淮北黄泛平原部分地

区发生一起大肠埃希菌（大肠杆菌）#!$%&’% 感染性

腹泻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为主要特征的爆发性流

行。大肠埃希菌 #!$%& ’% 的传染源主要是动物，为

了掌握我省大肠埃希菌 #!$% & ’% 在宿主动物中的

带菌率及菌株毒力情况，我们在不同地区设立监测

点开展大肠埃希菌 #!$% & ’% 宿主动物带菌情况调

查，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作者单位：+!)))" 南京，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

制科

材料与方法

! *调查对象 & 选择疾病高发的 N、Q 两县，出现

零星或疑似病人的 0、P 两县，以及非发病的 R、S 两

市（县级市），设立 ( 个监测点开展宿主动物带菌情

况调查。具体调查对象为居民家饲养的猪、鸡、羊、

牛等家禽、家畜，对部分养殖场也进行了采样。在发

病高 发 地 区，分 别 设 立 内 对 照（指 与 大 肠 埃 希 菌

#!$%&’% 病例同村但无腹泻病人发生的家庭）、外对

照（指远离大肠埃希菌 #!$%&’% 病例的村）。

+ *材料：检测菌株由全省监测点培养所获，大肠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0123 C RD289?26@，ND:2@ +))+，T6@*+/，U6*+

 



埃希菌 !"#$%&$ 血清型参考菌株 ’’()*+ 和日本株

,-./ 分别由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

物学研究所和上海医科大学惠赠，引物由上海生工

生物工程公司合成。

) 0方法：采集各种家禽家畜新鲜粪便标本，每份

不少于 # 1，于采样 + 2 * 3 内送实验室进行病原菌

分离培养，方法为免疫磁珠法。

针对志贺样毒素（ !"#" 和 !"#(）、粘附抹平因

子（ $%$&）和溶血素基因（ ’()）共 + 种毒力基因设计

多重引物，采用聚合酶链反应（45-6）方法［"，(］，对

分离自 * 个不同地区、不同宿主动物的大肠埃希菌

!"#$%&$ 菌株进行毒力基因测定。

结 果

" 0总体检出情况：本次调查在 * 个监测点共采

集猪、鸡、羊、牛等各种家禽家畜粪便标本" $*$份，

共检出大肠埃希菌 !"#$ % &$ "$7 株，总带菌率为

, 0*(8。

( 0不同地区检出情况：各地各种宿主动物总带

菌率分别为 9 县", 0+)8（’, : +#’）、; 县’ 0(’8（)$ :
++$）、- 县# 0#)8（"( : ("$）、< 县) 0(+8（$ : ("*）、= 市

# 0(,8（"" : (7’）、> 市* 0+$8（") : (7"）；另外在疫区

某种羊养殖场采集羊粪标本 (7 份，检出 " 株，带菌

率# 0778。

) 0不同动物检出情况：各种动物大肠埃希菌携

带率分别为猪$ 0#+8（+" : #++）、鸡$ 0$#8（+) : ###）、

羊"( 07"8（*" : #7’）、牛", 07#8（(+ : "(*）、其他标本

( 0,+8（" : )+）。

+ 0不同类型家庭宿主动物大肠埃希菌检出情

况：9 县和 ; 县采样时分别按照病家（包括感染大肠

埃希菌 !"#$% &$ 的病例及其所在村的腹泻病人家

庭）、内对照和外对照进行分组，结果表明：宿主动物

带菌率分别为病家"$ 0$,8，内对照"( 0,+8，外对照

"" 07$8，病 家 宿 主 动 物 带 菌 率 显 著 高 于 外 对 照

（!
( ? # 0++，* ? 707(），而病家与内对照（!

( ? ( 0$+，

* ? 70"7）及内对照与外对照（!
( ? 7 0#7，* ? 70+’）

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三组总的比较（!
( ? # 0,$，

* ? 707#），处于显著性的临界水平。其中 9 县的病

家和 外 对 照（ * ? 707"）、内 对 照 和 外 对 照（ * ?
707+），; 县的病家和内对照（* ? 707)）宿主动物带

菌率有统计学差异，其余各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无显

著性。详见表 "。

表" 江苏省不同类型家庭宿主动物大肠埃希菌
!"#$%&$ 带菌情况

县别 家庭类别 采样数 检出数 带菌率（8）

9
县

病 家 "#+ )$ (+07)
内对照 "#+ )) ("0+)
外对照 "#7 ", "(0*$
小 计 +#’ ’, ",0+)

;
县

病 家 "++ "* ""0""
内对照 "## $ +0#(
外对照 "+’ "+ ,0+*
小 计 ++$ )$ ’0(’

合
计

病 家 (,’ #) "$0$,
内对照 )7, +7 "(0,+
外对照 (,’ )) ""07$
小 计 ,7# "(* ")0,(

# 0菌株毒力基因检测分析：对分离菌中的 ’# 株

进行 !"#(、!"#"、$%$&、’() + 种毒力基因 45-6 检

测，结果详见表 (，)。

表( 不同地区分离大肠埃希菌 !"#$%&$ 菌株毒力基因
分布及阳性率

地区 菌株数 阳性数 !"#( @
’()

!"#( @
$%$& @
’()

!"#( @
!"#" @

$%$& @ ’()
阳性率
（8）

9 县 (" "$ 7 "$ 7 ’70,#
; 县 (" ", 7 "( $ ,70+’
- 县 $ # ( ) 7 $"0+)
< 县 "( # 7 + " +"0*$
= 市 "" ( 7 ( 7 "’0"’
> 市 ") 7 7 7 7 7077
合计 ’# +’ ( )’ ’ #*0+$

表) 不同宿主动物分离大肠埃希菌 !"#$%&$ 菌株
毒力基因分布及阳性率

动物
种类

菌株数 阳性数 !"#( @
’()

!"#( @
$%$& @
’()

!"#( @
!"#" @

$%$& @ ’()
阳性率
（8）

羊 () ", " "+ + ’(0*"
牛 (+ ") 7 "( " #+0"$
鸡 ", $ 7 * " )*0’+
猪 "’ ’ " # ( ++0++
兔 " " 7 " 7 "77077

合计 ’# +’ ( )’ ’ #*0+$

所有 +’ 株毒力基因阳性菌株都带有 !"#( 和

’()，!"#" 和 $%$& 的阳性率分别为,# 0’)8（+* : +’）

和"* 0*$8（’ : +’）。

讨 论

家禽家畜等动物是大肠埃希菌 !"#$ %&$ 的主要

传染来源，本次江苏省 * 个监测点宿主动物调查，大

肠埃希菌 !"#$%&$ 总带菌率达,0*(8，较国内外绝大

多数报告为高［)A*］，说明大肠埃希菌 !"#$ %&$ 在我省

猪、鸡、羊、牛等宿主动物中带菌率是比较高的。

宿主动物带菌率的高低与大肠埃希菌 !"#$ %&$
相关病例的发生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在发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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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腹泻并发急性肾衰较多的 !、" 两县宿主动物带

菌率高，分别为#$ %&’(和) %*)(，而仅有零星病例

和疑似病例发生或无大肠埃希菌 +#,- . /- 相关病

例发生的其他四县（市）则宿主动物带菌率较低，为

’ %*&( 0 1%&-(。另外，不同家庭宿主动物调查结

果也表明，病家宿主动物带菌率最高，内对照和外对

照较低，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大肠埃希菌+#,-.
/- 感染性腹泻伴肾衰病例发生与宿主动物带菌之

间的相关关系。

毒力基因检测结果表明，我省分离的菌株带毒

阳性率达,1 %&-(，不同地区的分离株带毒阳性率有

所不同，最高的达$2 %22(以上，而最低的则未检测

到带毒菌株。带毒阳性率的高低与不同地区发病率

的高低有平行的关系，疾病高发地区，菌株带毒阳性

率高，有零星病例或疑似病例发生的地区，菌株带毒

阳性率也较低，而从无相关病例报告的地区分离的

菌株，则带毒率低或不带毒。本次分离菌株的毒力

谱主要以 !"#* 3 $%$& 3 ’() 为主，其次为 !"#* 3
!"## 3 $%$& 3 ’() 及 !"#* 3 ’()，这些菌株均有 !"#*
和 ’()，绝大多数菌株有 $%$&，少数菌株有 !"## 基

因。大肠埃希菌 +#,- . /- 产生的毒素在疾病的发

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认为［-，)］，!"# 是目

前发现的毒力最强的毒素之一，!"#* 的半数致死量

约为 !"## 的 # 4 &22，!"#* 阳性菌株能引起更加严重

的症状和组织病理学改变，可见大肠埃希菌 +#,- .
/- 分离株带毒基因阳性率高，且普遍带有 !"#*，这

是导致我省局部地区发生爆发性流行，并造成大量

发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大肠埃希菌 +#,- . /- 在宿主动物中大量

存在，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动物均有一定的检出比

例，这将给我省以后的防治工作提出严峻的挑战。

继续加强全省的大肠埃希菌 +#,- . /- 监测工作，掌

握宿主动物和人群中大肠埃希菌 +#,- . /- 的带菌

率和菌株毒力基因的状况及动态变化，针对性地采

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对于做好我省今后的防治工作

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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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猩红热爆发的调查

哈布德勒 帕克扎 朱马汗 阿恒 巴哈提古丽

*22# 年 , 月 #, 日，我们接到哈巴河县卫生防疫站发生

“麻疹”的电话疫情报告，遂赶赴萨尔布拉克乡寄宿学校现场

调查处理。

患者系 &’ 例学生，男 *# 例，女 ** 例，主要临床表现为发

热 ’) 0 ’$]，咽痛，颈部及颌下淋巴结肿大，面、颈及躯干有

红色斑丘疹，大小不等，无畏光、喷嚏、干咳等症状，- 例患者

可见口腔白色黏膜疹。患者接触史不详，大部分学生有麻

疹免疫史，对*1例 患 者 检 测 麻 疹 \N:及 风 疹 \N:抗 体 均 为

作者单位：)’1,22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

科（哈布德勒、帕克扎）；哈巴河县卫生防疫站（朱马汗、阿恒、巴哈提

古丽）

阴性，血常规 *, 例患者白细胞总数在（#2 0 *2）̂ #2$ 4 5 之间，

同时采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咽拭子进行细菌培养，有 *# 例

患者检出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阳性率为)2%-1(（*# 4 *1），据

此，本次发病诊断为猩红热。本次病例没有“草莓舌”、“口周

苍白圈”等猩红样症状，不易与风疹、麻疹相区别，给初步诊

断带来困难。因此，要求实验室能以最快的速度为流行病学

调查提供诊断依据。还要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传染病知识

的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多应急处理知识，及时准确地采取措

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

（收稿日期：*22#K#*K#-）

（本文编辑：杨莲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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