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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云南省西部地区鼠群中巴尔通体感染的调查

白鹤鸣扬发莲杨慧张青

【摘要】 目的 了解云南省西部地区鼠类中巴尔通体(踟，￡o”Pz缸species)的感染情况。方法

2004年在景东、南华、盈江、龙陵等县捕捉活鼠，采集捕获鼠全血标本，用含5％兔心血的脑心浸液琼

脂培养基分离巴尔通体，可疑标本用聚合酶链反应扩增枸橼酸合酶基因(∥以)的特异片段(379 bp)

加以证实。结果4个县共捕获鼠类397只，为1个属4个种，分属大足鼠、黄胸鼠、褐家鼠以及斑胸

鼠。从397份标本中分离到巴尔通体54株，分离率为13 6％(54／397)。菌株分布于各调查点的鼠种

中，大足鼠的分离率为22 O％(22／100)、黄胸鼠14 8％、(31／210)、褐家鼠为l 2％(1／87)、斑胸鼠阴性。

结论云南省西部地区的鼠类中存在着较为广泛的巴尔通体的感染，还需要对相关疾病传播关系做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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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ectlon status 0f Bnrfo∞￡￡缸spp ln rodents in west咖part of

Yunnan province． Methods B100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four speci已s of rodents captured in four

counties in we吼em Yunnan in 2004±kr￡om“k was lSOIated through b西ng cultured ln brainand heart

infu螽on agar media containing 5％rabbit b100d SuspectIve B口mm“缸stral⋯solates were confi玎ned by

ampliflcatlon of 379 bp of citrate synthase(∥m)gene with Specific pnmer by吲ymerase chin reaction

(PcR)R始ults Flftyffour stralns of Borfom“缸iSoIates were 0btained from 397 samples lncluding f。ur

rodent species captured in the fidds wlth an overall isolatio卅rate of 13 6％(54／397) The rates 0f isolation

amo“g different specieSwere：22．O％(22／100)in Ra￡￡”s ni砬f“s，14 8％(31／210)in Rdff“5伽能声“≠“s
and l 2％(1／87)in Rdf￡㈣o‘哪靠“j while in R‘，wwnnnens缸lt was negative c蝴clusjon These

矗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the 10cal rodents in westem Yunnanwere wldely infected by B口r幻md如印p It

is indisDensable to studv the”ector and the route of transmlssion to dlsoover the reiations between

BⅡr抽m￡f如and human dlseases

【Key wo咄】 R()(1ent community；BⅡr如”Pz如；Investigation

巴尔通体(Bnr￡om“如species)是一个在自然界

存在已久的病原体，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

人们逐渐认识，并发现广泛存在于鼠、猫、狗、羊、鹿

等动物体内”“。至今已发现21个种”⋯。研究表

明，很多与鼠类相关的巴尔通体也可感染人类引起

广泛的临床体征和症状”’1“。为此鼠类作为巴尔通

体的重要保存宿主受到了广泛关注。基于已知云南

省一些地方鼠类中巴尔通体的流行情况“2’”1，本研

究进一步调查了云南省西部地区鼠类中的巴尔通体

流行情况，为巴尔通体的地理流行病学研究提供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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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671000太理，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

材料与方法

1调查地点：2003年在云南省的南华、景东、盈

江、龙陵等县采用布笼、电猫、挖洞灌水驱逐等方法

捕捉活鼠。

2．采集标本：用乙醚熏蒸麻醉动物，对其种类、性

别、年龄进行鉴定，编号记录，收集鼠体表寄生虫，然

后用3％～5％的煤皂酚溶液消毒鼠体皮肤，经股动脉

取血，解剖后取脑、肝、脾、肺等脏器组织，所有标本装

入冻存管后保存在一196℃的液氮容器中待检。

3巴尔通体分离与培养：用脑心浸液(BHI)将

被检鼠血按1：4稀释，取100”l接种于含5％兔心血

的BHI琼脂培养基(加人5％的两性霉素B抑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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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中，置含5％的c02培养箱中，35℃下培养最长

达40天，对疑似巴尔通体菌落进行1～4次纯分后，

收集纯菌培养物于含BHI和甘油各50％的冻存管

中，储存于一70℃低温冰箱。

4巴尔通体的证实：对可疑巴尔通体菌株，使用

煮沸法提取染色体DNA，制成模板后，一20℃保存

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采用的引物是具有巴尔

通体属水平特异性的引物(Bhcs781．p—

Bhcsll37 n)，扩增枸橼酸合酶基因(一曲)的

379 bp片段以证实是否巴尔通体。上游引物

BhCS．78lp碱基序列为：5 7一GGG GAc cAG CTC

ATG GTG G．3’，下游引物Bhcs．1137n碱基序列为：

5 7一AAT GCA AAA AGA ACA GTA AAC A．3’。

PcR反应体系总量为20脚，含以下成分：北京天为

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Pfu MasterMix 17 pl，正向、反

向引物各1 pl，模板1 pl。扩增程序为95℃2 min，

48℃30 s，72℃30 s，再按94℃30 s，48℃30 s，

72℃30 s行30个循环，72℃延伸5 min结束。取6”1

PcR扩增产物于1．5％的琼脂糠凝胶经80～100 V

40 min电泳，设标准分子量(Marker，50 bp Ladder)，

阴性对照(用去离子水代替模板)。

结 果

1．标本采集情况：在南华、景东、盈江、龙陵县共

捕鼠397只，为1属4种，其中黄胸鼠(R．

砌谢声盯抛s)208只、斑胸鼠(R州”n口n口ns妇)2只、
褐家鼠(R．nor口曙如“s)87只、大足鼠(R．n打积“5)

100只。南华县捕鼠100只，包括黄胸鼠13只，褐

家鼠87只；景东县捕大足鼠100只；盈江县捕黄胸

鼠113只；龙陵县捕黄胸鼠82只，斑胸鼠2只。

2．巴尔通体在鼠类中的感染及分布：对397份

鼠血标本进行巴尔通体的分离，1—6周后陆续生长，

可见琼脂表面有灰色、圆形凸起、光滑和粗糙的微小

菌落陆续生长。经革兰染色后在高倍镜下观察，可

869

见极其微小的杆菌或球杆菌，革兰染色阴性，但由于

巴尔通体对革兰染色的染料结合不强，脱色时间不

易掌握，有时会发现菌体着色不好，导致观察困难。

而姬姆萨染色观察效果最佳，为蓝色。用可疑的78

份培养物提取细菌染色体DNA制成模板，用国外

已经研究成熟的可在属水平鉴定巴尔通体的91n

引物进行PcR扩增，结果在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鼠

种的56份标本中观察到了∥以基因的特异性扩增

带(379 bp)，从而证实为巴尔通体。巴尔通体分离

率为14．1％(56／379)。最后经1～4次纯分后收集

菌株44株。所有菌株分布于调查地区的3个鼠种，

其中从南华县分离到了1株巴尔通体，分离率为

1％；从景东县分离到22株巴尔通体，分离率为

22．O％；从盈江县分离到23株巴尔通体，分离率为

20 3％；龙陵县分离到了8株巴尔通体，分离率为

9．5％。不同鼠种巴尔通体分离率：大足鼠为

22．0％，黄胸鼠为14．8％，褐家鼠为1．2％，斑胸鼠未

分离到巴尔通体；总分离率为13．6％(表1)。

讨 论

对云南省西部地区4个县的优势鼠种的调查表

明，巴尔通体在这些地区的鼠类中广泛分布，分离率

为13 6％，与以往调查相比，本次调查巴尔通体分离

率偏低，其原因可能是南华县标本在采集过程中受

到污染而未能有效进行巴尔通体分离，分离和实际

感染率之间存在着一些误差。这些材料准备再用

PcR方法证实巴尔通体的存在，以确定准确的感染

率。此前，在云南的宜良县、保山市、大理市、剑川

县、屏边县、思茅市、孟连县、耿马县等地开展的巴尔

通体调查结果显示，鼠类中的巴尔通体感染率达

44．3％，已证实携带巴尔通体的鼠种有：大林姬鼠、

齐氏姬鼠、中华姬鼠、大绒鼠、黄胸鼠、斑胸鼠、褐家

鼠”’9】。在本次调查中，首次从大足鼠体内分离出

巴尔通体。

表l 云南省4个调查点鼠类巴尔通体分离情况

注：括号内数据为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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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以往调查结果，巴尔通体在云南省分

布广，感染多种鼠类。需进一步研究与探索用分子

生物学和其他方法区分这些鼠类携带或感染的巴尔

通体种类，找出其中与人类疾病有关的巴尔通体，进

行流行病学分析，才能为目前一些不明原因的临床

疾病的诊断提供线索”一，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云南省盈江县鼠疫防治所，龙陵县、景东县、南华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参加了现场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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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丰城市儿童少年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血清学调查

高镕金长云

为了解江西省丰城市推行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10

年儿童少年乙肝表面抗原(HBsAg)携带状况，我们于2004

年开展了HBsAE血清学调查。随机选择农村和城市7个乡

镇(铁路、拖船、河洲、隍城、梅林、焦坑、城区)，17岁以下儿童

少年19 267人，静脉采血2 ml，检测阳k姐。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ELISA)检测，试剂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操作和结果判定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结果与分析：在检测的19 267人中，HBsAg阳性3665

例，携带率为19 02％。男性“054人，阳性2403例，携带率

为21 74％；女性8213人，阳性1262例，携带率为15．3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124．24，P<0．01)。不同年龄组

HBsAg携带率：O～1岁组和2～3岁组携带率较低，分别为

0％和2 63％，4～6岁组开始升高，为9 84％，6～7岁组为

19．79％，至16～17岁组一直保持较高携带状态。不同地区

HBsAz携带率：铁路镇携带率最高为22 50％，其次为河洲、

作者单位：336000江西省宜春市卫生局学会办公室(高锫)；江

西省丰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金长云)

·疾病控制·

隍城镇，分别为2l 16％、2l 09％，城区、梅林镇较低分别为

17 62％、14 82％。调查结果表明，丰城市0～17岁儿童少年

HBsAg携带率为19 02％，高于丰城整体人群平均携带水平

(14 54％)和1992年全国乙肝普查平均水平(9．75％)；男、

女性}玎j&Ag阳性率之比为1 41：l，与全国男、女性携带率比

值基本接近(1 38：1)。0～3岁儿童携带率较低，特别是0～l

岁和2～3岁组分别为0％和2 63％，说明丰城市1992年以

后全面普及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已初显成效。4岁组及大年

龄组携带率较高，反映出我市在推行乙肝疫苗接种初期质量

不够高，与及时接种率低、接种程序不规范有关。丰城市儿

童少年}母sAz高携带状态，说明乙肝防制的长期性、艰巨性

和紧迫性。要进一步加强乙肝防治知识宣传，强化乙肝疫苗

计划免疫管理，确保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的及时性，并保证

全程接种；要进一步在农村完善好冷链设备，提高乙肝疫苗

接种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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