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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省市健康母猪体内猪链球菌致病
血清型分布及其耐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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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调企中国健康母猪体内猪链球菌的主要致病血清型分布和不同血清型猪链

球菌的耐药性差异。方法采集国内10个省市的健康母猪扁桃体并从中分离鉴定出猪链球菌421

株，经与标准血清的凝集反应了解其主要致病血清型分布，并用微量肉汤法对不同血清型的猪链球

菌进行耐药性检测，经统计分析了解不同血清型猪链球菌的耐药性差异。结果健康母猪体内所分

离猪链球菌的优势(致病)血清型依次为9、3和7型，所占比例分别为26．6％、23．5％和15．7％。在能分

型的其他If『L清型中，猪链球菌2型所占的比例为7．4％；耐药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疯清型的猪链球

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不同，猪链球菌2型对所测12种药物的敏感性最强。结论健康母猪体内猪

链球菌的致病血清型分布结果再次证明猪链球菌是一种条件性致病菌，不同_【f}L清型的猪链球菌感染

应根据抗生素敏感性测试结果选用不同的药物进行合理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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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distributions of major pathogenic capsular types and in

vitro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different serotypes of Streptococcus suis isolated from clinically healthy

SOWS in China。Methods Tonsil specimens of clinically healthy SOWS from 10 different provinces in

China were collected．a total of 42 l Ssuis were isolated．Capsular types of S．suis were decided using the

sera agglutination reaction．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as performed using a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erotypes were decided statistically．Results The prevalent capsular

types ofS．suis isolated from clinically healthy SOWS were 9(26．6％)，3(23．5％)and 7(15．7％)types，

respectively． 7．4％ of isolates were confirmed to be S．suis type 2．0verall。differences i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mong serotypes of S suis were found．By comparison．10wer resistance was

observed for S．suis type 2 from clinically healthy SOWS．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pathogenic Ssuis

serotypes from clinically healthy SOWS again indicates＆suis iS a conditional pathogenic bacterium．

Differenti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regim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difierent serotypes of S．suis．

【Key words】 Streptococcus suis；Clinically healthy SOWS；Capsular types；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猪链球菌是危害现代养猪业的一种条件性致病

菌，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原微牛物。根据荚

膜多糖抗原的不同，通常将猪链球菌分为35个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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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34型和1／2型)，但是Hill等⋯的研究表明猪

链球菌32型和34型的生化特点以及cpn60、16S

rDNA的序列明显不同于其他血清型的猪链球菌，

应该归属于Streptococcus orisrattil，而不是猪链球菌，

冈此目前来看，猪链球菌至少可分为33个粗清型。

但是并非所有IlIL清型的猪链球菌都能引起猪发病，

目前国外的研究发现l～3、7～9和1／2型为流行的

优势致病血清型，其中猪链球菌2型是引起各养猪

发达国家猪只发病的最主要血清型，也是感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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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血清型【2'引。然而这些致病血清型的猪链球

菌也都能从健康猪体内分离到¨1。由于猪链球菌病

主要发生在哺乳和断奶仔猪，而健康的带菌母猪作

为后代猪链球菌感染的主要来源，了解健康母猪体

内猪链球菌的血清型分布(尤其是致病血清型的分

布)以及不|一】血清型猪链球菌的耐药性情况对于仔

猪猪链球菌病的防控和公共卫生具有最要意义。本

试验分别从广东、广西、安徽、江西、山东、北京、河

南、河北、辽宁和四川10个省市的13个种猪场采集

临床健康母猪的扁桃体，从中分离鉴定出42l株猪

链球菌并对其致病血清型的分布进行调查，以期初

步了解健康母猪体内猪链球菌的优势致病血清型分

布，为猪链球菌病的防控提供必要流行病学资料；同

时检测不同血清型的猪链球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并

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主要致病血清型的猪链球菌

之间的耐药性差异，为猪链球菌病的防控提供临床

用药指导。

材料与方法

1．材料：

(1)菌株：猪链球菌42l株，全部分离自健康母

猪的扁桃体；猪链球菌1—3、7—9型标准血清购自

丹麦哥本哈根国立血清研究所；质控菌株为肺炎链

球菌ATCC49619和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9213，均

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2)抗生素：青霉素、红霉素、氨苄西林、盐酸恩

诺沙星、四环素、延胡索酸泰妙菌素、替米考星、氯霉

素和甲氧苄啶由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提供；磺胺异

恶唑和磺胺甲恶唑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

供。氯洁霉素、头孢噻呋钠由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

公司提供。

2．方法：

(1)血清学分型：根据标准血清的试验操作说

明，采用改进后的玻片凝集试验进行，具体操作：①

取一滴磷酸盐缓冲液(pH值7．4)，挑取新鲜菌落与

其混匀，制成菌悬液；②取一滴标准血清与菌悬液

混匀；③在混合物上立即加上盖玻片；④用相差显

微镜(100×，油浸透镜)j(!|l察混合物，该反应可稳定

30 min；⑤如果观察到细菌出现膨胀且凝集，即可判

定为阳性反应；⑥同时做不添加血清的阴性对照。

(2)耐药性测定：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

员会(CLSI)标准b’6】，按照药敏测试的药物选择要求

以及采样猪场的临床用药情况，共选择12种药物进

行敏感性测试，测试方法为微量肉汤稀释法"j。

结 果

1．血清分型：用相差显微镜在油镜下观察，与不

加抗体血清的阴性对照相比，若添加标准血清后细

菌出现膨胀(即有荚膜)且凝集在一起，即可判定为

阳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猪链球菌1／2型与I

型和2型血清均发生凝集反应，凶此本试验将与l型

(或2型)IIfL清发生凝集的菌株继续与2型(或1型)

血清进行凝集反应以确定是否属于112型。如果某

菌株与2型和1型标准血清均发生凝集且出现菌体

变大的现象，即呵判定该菌株为猪链球菌1／2型，若

仅与1型(或2型)标准血清出现阳性反应，则鉴定为

l型(或2型)。

由健康母猪体内猪链球菌分离株的致病血清型

分布结果可知(表1)，健康母猪体内分离的421株猪

链球菌中不属于1～3、7～9和1／2型的猪链球菌仅

有65株，占所有猪链球菌分离株的15．4％；而84．5％

的猪链球菌分离株属于所测定的致病血清型(1～3、

7—9和1／2型)。其中最流行的致病血清型为9型，

共有112株(26．6％)猪链球菌为此种血清型；其次为

3型和7型，血清学凝集结果显示分别有99株和66

株猪链球菌为这两种血清型，分别占全部猪链球菌

分离株的23．5％和15．7％。由此可见，猪链球菌9、7

和3型不仅是健康母猪体内猪链球菌分离株的优势

致病血清型，同时也是健康母猪体内猪链球菌分离

株的优势血清型。

表1我国10省市的13个种猪场健康母猪体内猪链球菌
分离株的致病血清型分布

在能分型的其他血清型中，分别有31株和17株

分离株为猪链球菌2型(7．4％)和1／2型(4．o％)；l型

分离株为22株，占所有分离株数的5．2％；9株为猪

链球菌8型(2．1％)。

2．不同血清型的耐药性测定：由于部分血清型

的猪链球菌株数较少，耐药性结果代表性差，因此本

试验仅比较了菌株数在30株以上的猪链球菌血清

型之间(即2、3、7和9型)的耐药性差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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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4种血清型的猪链球菌对12种抗

菌药物的耐药性不同，但是均对四环素和磺胺异恶

唑表现为高度耐药，其中对四环素的耐药率均>

90％，而对磺胺异恶唑的耐药率均>70％，4种血清

型的猪链球菌对这两种药物的MIC∞值均大于所测

定的最高药物浓度；与其他抗生素相比，4种血清型

的猪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红霉素、替米考星)、林克

酰胺类(氯洁霉素)的耐药率也相对较高，其中7型

和9型的猪链球菌对这两类抗生素的耐药率都在

69％以上，而且MIC。。值也均大于测定的最高药物浓

度；比较来看，4种血清型的猪链球菌对D．内酰胺类

药物(包括青霉素、氨苄西林和头孢噻呋)的敏感性

最高，而在这一类药物中，又以对氨苄西林最为敏

感。f检验结果表明，猪链球菌2型与3、7、9型对抗

菌药物耐药率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

为0．002、O．0004、0．0002)，2型猪链球菌的耐药率明

显低于其他三种血清型的耐药率；而3、7型与9型对

抗生素的耐药性之问不存在明娃的差异(P值分别

为0．271、0．468和0．052)。对12种抗菌药物耐药率

的f检验结果表明，四种血清型的猪链球菌除对青

霉素和氨苄两林的敏感性无明显差异外，对其余10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均具有明显的差异(P<O．05)。

讨 论

1．猪链球菌的血清型分布：本研究中猪链球菌

分离株的优势致病fffL清型依次为9、3和7型，这三种

血清型也是健康母猪分离株的优势IliL清型；在其他

主要致病血清型中，猪链球菌2型所占的比例为

7．4％，这与国内对健康猪分离株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鞠爱萍等心1用PCR方法对我国苏中地区2005

年和2006年正常猪群中的l(14)、2(1／2)、7和9型猪

链球菌的携带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最流行的血

清型均为猪链球菌7型和9型。在2005年，7型和9

型的比例分别为11．3％和29．5％；而在2006年这两

种血清型的比例分别为25．8％和20．0％，而2(或1／

2)型在2005和2006年的分布则分别为8．5％和

2．4％。在健康屠宰猪猪链球菌2型的流行病学方

面，熊毅等旧1用PCR方法检测了广西地区10个县区

屠宰猪扁桃体中猪链球菌的带菌情况，总共从667

株猪链球菌中鉴定出猪链球菌2(或1／2)型33株

(4．9％)。

但是病猪体内猪链球菌的血清型分布结果明

显不同于健康猪分离株，大多数国家病猪分离株的

优势血清型分布都以猪链球菌2型为主。Wisselink

等¨引检测欧洲7个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

利、德国、西班牙和荷兰)411株分离自病猪的猪链

球菌的血清型分布，其中最流行的IfIL清型为2型，

占所有分离菌株的32％，其次是9型和l型。

Martinez等n¨研究了巴西51株病猪分离株的血清

型分布，其中58．8％的菌株为2型，其次分别为3、7、

1和14型。在加拿大和美国，猪链球菌2型也是从

病猪体内分离到的主要血清型，其次分别为3型和7

型乜1。在我国，虽然缺乏病猪分离株的优势血清型

调杏资料，但是所发生的几次疫情均为猪链球菌2

型感染所致，如2005年6—7月间，四川资阳等地暴

发的猪链球菌2型疫情，导致人和猪的发病和死亡，

造成严重损失。

2．猪链球菌的耐药性：不同国家对猪链球菌分

离株的耐药性研究结果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对大环

内酯／林克胺类、磺胺类和四环素等药物的耐药性较

强，而对p一内酰胺类药物则较为敏感，本研究的结果

也证实了这一点。Vela等¨21检测1999—2001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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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自西班牙的151株猪链球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

性，87％以上的猪链球菌对于四环素、磺胺类药物、

大环内酯类药物和氯林可霉素耐药，而对青霉素的

耐药率仅为4％；Tian等n引对分离自丹麦病猪体内的

103株7型菌株进行耐药性榆测，其中大部分菌株对

青霉素敏感，而对磺胺甲恶唑、红霉素、四环素的耐

药率则较高。杨建江等[141对我国长春地区分离的

22株猪链球菌的耐药性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菌株都

对青霉素敏感，而对克林霉素都耐药，80％以上的菌

株都对环丙沙星、红霉素、阿齐霉素和四环素耐药。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猪链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存在【fIL清型之间的差异，即不同血清型的猪链球

菌对药物的敏感性不同，有些存在明显的差异；比较

起来，猪链球菌2型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较高，这与

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Wisselink等h51用微量肉汤稀

释法检测404株猪链球菌对常用的10种抗牛素的耐

药性，结果表明，猪链球菌对四环素、替米考星和甲

氧苄啶／磺胺甲恶唑的耐药性与血清型具有明显的

相关性。Vela等n21证实猪链球菌9型对泰乐菌素和

氯林可霉素的耐药性明显要比猪链球菌2型的耐药

性高；而Aarestrup等¨6’"1也证明猪链球菌2型和7型

对大环内酯类和四环素类药物的耐药性之间存在明

显差异；国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与其他耐药性结果

相比，猪链球菌2型的耐药性更低，如研究人员对猪

链球菌2型的药敏检测结果表明旧'18]，猪链球菌2型

对药物的敏感性明湿要高于其他未分型猪链球菌的

敏感性⋯’201。

本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母猪体内猪链球菌分离

株的优势血清型依次为9、3和7型，所占比例分别为

26．6％、23．5％和15．7％；7．4％的猪链球菌为猪链球

菌2型；不同血清型的猪链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不同，仅对青霉素和氨苄西林的耐药性没有明显

差异，对另外的10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均存在明湿

的差异，总体来看，猪链球菌2型对抗菌药物最为敏

感。不同血清型猪链球菌之间的耐药性差异提示，

针对不同血清型的猪链球菌所引起的疾病，要采用

不同的抗生素防治方案。
(本研究的统计学分析得到沈青春博士的大，J济助．特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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