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泸州市六种家禽家畜军团菌感染的血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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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泸州市家禽家畜中军团菌感染状况及其主要型别。方法　采用微量凝

集试验(MAT)对该市鸡 、鸭 、鹅 、牛 、猪 、兔 6 种家禽家畜进行了嗜肺军团菌(Lp1 ～ 14 型)和米克达

德军团菌(Lm)的血清学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 , 家禽家畜中呈多型性感染特征 , 并有其各自的优

势菌型;各型别抗体阳性率分别为2.00%～ 28.75%;家畜合计阳性率为4.49%, 家禽合计阳性率

为6.47%。结论　说明当地家禽家畜中存在广泛的军团菌感染 , 提示对动物和外环境进行军团菌

病的流行病学监测 ,对于防治人群患军团菌病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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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rates o f Legionella infection in poutries and

domestic animals in Luzhou city.Methods　Serological investiga tion of antibodies against Legionella

pneumophila serog roups 1-14 and Legionella micdadei was car ried out , using microagglutination test

(MAT)in six species of poutries and domestic animals.Result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fection w ith

multiple serogroups was present.How ever , each species had its ow n serog roup with positive rates of

different serogroups ranging from 2.00% to 28.75%.Positive rates of domestic animals and poultry

accounted for 4.49% and 6.47% respectively.Conclu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poultries and

domestic animals w ere widely infected w ith Legionella.It is impo rtant to car ry out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in these domestic animals , poultries and environment fo r a better control program of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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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 1976年美国费城首次发现军团菌

病爆发以来 ,全世界约有 30个国家报道了该

病的发生。目前 ,军团菌已发现了 34个种 、

59个血清型 ,其中嗜肺军团菌 Lp有 14个血

清型 ,是引起人类军团菌病的主要病菌。国

内外血清学调查结果表明 ,人群中军团菌感

染普遍;家禽家畜中也存在不同型别不同程

度的军团菌感染[ 1～ 4] 。为了解泸州市家禽

家畜中军团菌感染状况及其主要型别 ,笔者

于1995 ～ 1996年对泸州市6种家禽家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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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 Lp1 ～ 14型和 Lm 的血清学调查 ,结果

如下 。

材料与方法

一 、材料:

1.抗原抗体:Lp1 ～ 14 型和 Lm 标准菌

株及抗 Lp1 ～ 14型和抗 Lm 血清(效价 1∶

2 560)均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

生物学研究所购买(批号:90-11)。

2.血清标本:鸡 、鸭 、鹅 、牛 、猪 、兔均为本

地种 ,静脉采血 ,分离血清 ,置于-30℃低温

冰箱保存 。实验前灭活 , 4℃保存 , 2 天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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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完 。

二 、方法:用微量凝集试验(MAT),按常

规要求操作[ 5 ,6] 。以凝集“  ”的最高血清稀

释度为微量凝集(MA)滴度 。每批设 PBS 对

照和阳性血清对照。

结　　果

一 、家禽家畜 Lp1 ～ 14 型及 Lm 军团菌

感染状况:本次调查的 489份健康家禽家畜

血清均有 Lp1 ～ 14 型和 Lm 军团菌抗体 ,各

型抗体阳性率为2.00%～ 28.75%;合计阳性

率为5.30%,其中家禽合计阳性率为6.47%,

家畜合计阳性率为4.49%,家禽合计阳性率

高于家畜(χ
2
=13.04 , P <0.01)。

二 、家畜血清军团菌抗体 GMT 及其阳

性率分布:见表 1。从表 1 可见 ,牛共感染 6

个型别军团菌 , 各型别抗体阳性率为

3.75%～ 14.92%, 其 中 Lp5 最 高

(14.29%), Lp14 次之(10.71%), 合计阳性

率为2.94%。猪共感染 10个型别军团菌 ,各

型别抗体阳性率为4.17%～ 28.33%,其中

Lp7最高(28.33%), Lp6次之(20.00%),合

计阳性率为7.22%。兔共感染 4个型别军团

菌 ,各型别抗体阳性率为2.38%～ 14.29%,

其中 Lp11 最高 (14.29%), Lp14 次之

(9.25%),合计阳性率为2.14%。

表 1　家畜血清军团菌 Lp1～ 14 型和 Lm 抗体 GMT 及阳性率(%)

菌型　

牛血清(84份)

GM T
抗体阳性率(%)

≥1∶16 ≥1∶32

猪血清(120份)

GMT
抗体阳性率(%)

≥1∶16 ≥1∶32

兔血清(84份)

GMT
抗体阳性率(%)

≥1∶16 ≥1∶32

Lp1 4.64 　　3.75 0.00 5.76 　　5.83 1.67 6.29 　　5.95 0.00

Lp2 2.00 0.00 0.00 6.17 8.33 1.67 2.52 0.00 0.00

Lp3 4.84 3.75 0.00 7.05 12.50 2.50 2.52 0.00 0.00

Lp4 2.44 0.00 0.00 7.17 12.50 0.00 2.07 0.00 0.00

Lp5 7.01 14.29 3.57 4.76 4.17 0.00 5.94 2.38 0.00

Lp6 2.97 0.00 0.00 8.98 20.00 5.00 2.21 0.00 0.00

Lp7 2.21 0.00 0.00 9.57 28.33 8.33 2.00 0.00 0.00

Lp8 6.56 7.14 0.00 6.50 8.33 0.00 2.00 0.00 0.00

Lp9 2.83 0.00 0.00 2.78 0.00 0.00 2.52 0.00 0.00

Lp10 3.14 0.00 0.00 2.26 0.00 0.00 3.59 0.00 0.00

Lp11 2.38 0.00 0.00 2.95 0.00 0.00 7.55 14.29 2.38

Lp12 4.34 4.76 0.00 5.69 4.17 0.00 2.52 0.00 0.00

Lp13 2.00 0.00 0.00 2.00 0.00 0.00 2.52 0.00 0.00

Lp14 6.56 10.71 3.57 5.10 4.17 0.83 6.46 9.52 1.19

Lm 2.60 0.00 0.00 3.73 0.00 0.00 3.17 0.00 0.00

　　三 、家禽血清军团菌抗体 GMT 及其阳

性率分布:见表 2。鸡共感染 8个型别军团

菌 ,各型别抗体阳性率为2.00%～ 25.00%,

其中 Lp6 最 高 (25.00%), Lp4 次 之

(20.00%),合计阳性率为5.80%。鸭共感染

7个型别军团菌 , 各型别抗体阳性率为

3.57% ～ 28.57%, 其 中 Lp7 最 高

(28.57%),Lp6次之(17.86%),合计阳性率

为6.07%。鹅共感染 9个型别军团菌 ,各型

别抗体阳性率为 4.44% ～ 22.22%, 其中

Lp4 、 Lp6 、 Lp14 均为 22.22%, Lm 次之

(15.56%),合计阳性率为8.29%。

讨　　论

据文献资料提示[ 1～ 7] ,对家禽家畜进行

Lp1 ～ 14型和 Lm抗体的调查国内外报道较

少。本资料表明 ,家禽家畜中军团菌感染呈

多型性特征。血清型由 6个型增加到 15个

型 ,感染谱范围扩大 ,从而进一步表明军团菌

病可能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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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泸州市的鸡 、鸭 、鹅 、

牛 、猪 、兔均有 Lp和 Lm 感染 。489 份血清

中军团菌各型抗体阳性率为 2.00% ～

28.75%。与美国 、丹麦报道一致
[ 1]
,高于南

京 ,低于成都和沈阳地区检测结果[ 3 , 4] 。说

明泸州市家禽家畜感染军团菌介于成都 、沈

阳和南京之间。

本次检测的各种家禽家畜均呈多型性感

染并有其各自的优势菌型 。由于动物和人群

有发生军团菌感染的一致性[ 3 ,4] ,提示该地

区人群有发生 Lp和 Lm 感染的条件和可能

性 ,应引起医务工作者的警惕和重视。同时

提示当地可以通过检测家禽家畜的优势菌型

推测当地人群中的优势菌型和军团病的流

表 2　家禽血清军团菌 Lp1～ 14 型和 Lm 抗体 GMT 及阳性率(%)

菌型　

鸡血清(100份)

GM T
抗体阳性率(%)

≥1∶16 ≥1∶32

鸭血清(56份)

GMT
抗体阳性率(%)

≥1∶16 ≥1∶32

鹅血清(45份)

GMT
抗体阳性率(%)

≥1∶16 ≥1∶32

Lp1 6.41 　 17.00 　　3.00 6.02 　 12.50 0.00 5.27 　 11.11 0.00

Lp2 3.12 0.00 0.00 3.67 0.00 0.00 3.43 0.00 0.00

Lp3 3.25 0.00 0.00 3.36 0.00 0.00 4.13 4.44 0.00

Lp4 7.62 20.00 10.00 5.00 3.57 0.00 7.64 22.22 4.44

Lp5 4.20 5.00 0.00 2.44 0.00 0.00 2.00 0.00 0.00

Lp6 7.73 25.00 5.00 7.58 17.86 3.57 7.53 22.22 4.44

Lp7 5.17 5.00 0.00 8.72 28.57 8.93 4.96 11.11 0.00

Lp8 6.02 10.00 2.00 2.65 0.00 0.00 2.41 0.00 0.00

Lp9 5.03 2.00 0.00 3.62 0.00 0.00 3.93 4.44 0.00

Lp10 2.91 0.00 0.00 2.82 0.00 0.00 2.94 0.00 0.00

Lp11 3.81 0.00 0.00 4.70 5.36 0.00 4.96 11.11 0.00

Lp12 3.18 0.00 0.00 3.36 0.00 0.00 3.27 0.00 0.00

Lp13 3.41 0.00 0.00 2.74 0.00 0.00 2.99 0.00 0.00

Lp14 3.14 0.00 0.00 6.32 16.07 0.00 7.76 22.22 6.67

Lm 4.66 5.00 0.00 4.53 8.93 0.00 6.45 15.56 4.44

行。

本次调查发现 ,家禽血清军团菌抗体合

计阳性率高于家畜 ,与沈阳报道不同[ 6] 。军

团菌广泛存在于外界环境中 ,由于饲养方式

不同(圈养或放养),动物被感染的机会不同 ,

因而会造成家禽家畜感染率不同。北方大牲

畜主要为放养 ,家禽主要为圈养 ,而南方则恰

恰相反 ,家禽主要为放养 ,家畜主要为圈养。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造成南北两地家禽家畜军

团菌抗体合计阳性率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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