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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不同环境鼠形动物巴尔通体
感染情况的研究

栗冬梅俞东征 刘起勇 龚正达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不同地区、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鼠形动物巴尔通体感染状况。方法

对2003年6～7月在云南省3种不同气候类型共5个县、市不同生境中捕获的鼠形动物采集股动脉

血，用含5％去纤维兔血脑心浸液琼脂培养基置于35℃含5％C02培养箱中分离培养巴尔通体，疑似

菌落用巴尔通体属特异性引物进行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特异基因片段，电泳图中出现目标带即

判断为阳性菌株。结果 捕获鼠形动物278只，接种鼠血标本176份，共检获巴尔通体疑似菌株79

份，经PCR证实69份为巴尔通体。6种被检动物中有4种动物检出巴尔通体，感染鼠分属于家鼠属、

绒鼠属、小鼠属。总检动物巴尔通体分离率为39．2％；其中以黄胸鼠分离率最高为42．0％。除大理市

外，剑川、祥云、云龙和云县等县捕获的鼠类标本均分离到巴尔通体，鼠类生境涉及室内、庭院、溪场灌

木丛、山地灌木丛，跨越暖温带季风气候、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南亚热带河谷少雨气候三种气候类型。

结论研究再次证实云南鼠类宿主，特别是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家栖鼠类巴尔通体感染率较高；巴尔通

体在多种鼠类、不同地区、不同气候环境中均有分布，呈现出对不同地理和气候环境具有广泛适应性

及宿主多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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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上kr￡o咒8z肠infections in small mammalian reServoir hosts from

different enviroments and types of climate in Yunnan． Methods Femoral bl∞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anesthetic captured animals from five counties including three types of climate．All isOlateS were

grown on brain and heart infusion agar plates containing 5％defibrinated rabbit b100d．The agar plates were

incubated at 35℃in a humidified with 5％Co，enviroment for at least 4 weeks．B口r￡o咒以肠一like isolates

were confimed by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visualizing the target gene fragment by gel

electrophoresis．Results j3nr幻咒以Za spedes were isolated from 69 of 176 smaU animals including 4 species

of 3 genera from 4 counties and the total prevalence in rodents was 39．2％．The maximal prevalence was

42．0％of R口f￡“s缸咒踞“优i∥口口i地￡“5 usually inhabiting indoors and courtyard and contacting closely to

human．】Ⅵoreover，B口r￡o行以Z口isolates were obtained from Rn￡￡“s咒or“E西c“s，Eo旃P卵om3岱7赡iZ甜甜5 and

MM5抛矗n以． Life enviroments of captured animals involved ind00rs， ∞urtyard， bmsh and forest in

mountain．Conclusion The finding in this study sugges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deversity of勘rfo咒已￡Z口
infections in rodent hosts in southern China included Bnr￡o咒PZ肠specieS parasiting in a wide range of animal

hosts in different enviroments as well as climate types．Further investigations were needed in different areas

in China to confiHn more mammalian reservoir hosts with．Ekr￡o，zeZZn infections．

【Key words】 &r￡o起“z盘；Rodent hosts；PrevaIence

云南省为山地高原地形，属于热带、亚热带高原

季风气候，但由于海拔高和地形复杂，存在着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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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和热带(包括亚热带)三种气候类型。鼠形动物

是多种人兽共患病的重要宿主；近年来白瑛等⋯首

次报道了从云南部分地区鼠体中分离到巴尔通体并

认为这种微生物在鼠群中高度流行。为进一步了解

该省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中鼠形动物巴尔通体的感

染状况，我们于2003年6～7月以云南省西部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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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气候类型地区作为样区，对当地室内、庭院、农

田和山地灌木丛等环境内的鼠形动物巴尔通体感染

情况进行了调查。

材料与方法

1．鼠形动物标本采集：2003年6～7月间，在云

南省西部海拔儿00～2200 m属温带季风气候的云

龙、剑川县，南亚热带河谷少雨气候的云县和北亚热

带季风气候的大理市和祥云县，对当地室内、庭院、

农田和山地灌木丛采用笼捕及夹捕法捕获鼠形动物

共278只(表1)。其中，啮齿类动物有4属6种，分

别是黄胸鼠、褐家鼠、斯氏家鼠、齐氏姬鼠、大绒鼠和

锡金小鼠；食虫类动物有2属2种，为树鼠旬和灰麝

朐。进行分类鉴定后，分别装入鼠袋中用乙醚麻醉

后在无菌条件下经股动脉采集血液并置于含

EDTA—Na’冷冻管中保存于液氮或一20℃冰箱中。

表1 云南省5县、市鼠形动物的捕获只数

2．巴尔通体的分离培养：

(1)培养基的制备：配制1．4％脑心浸液(BHI)

琼脂培养基，高压灭菌；无菌操作采集兔心血，置于

含玻璃珠的三角烧瓶中，经振摇去掉血纤维蛋白；待

培养基冷却至45～50℃，加入去纤维兔血，使终浓度

为5％；倒平板后将培养基置于37℃普通培养箱中，

24 h后观察，将有污染的培养基弃之。

(2)接种与保存：将被检鼠血标本用灭菌BHI

按1：4稀释，接种于含5％兔血的BHI琼脂培养基

上，置含5％C02培养箱中，潮湿环境中35℃培养最

长达30天，对疑似巴尔通体菌落进行2～4次纯分

后，收集纯菌培养物于BHI(含50％甘油)中，保存

于一70℃。

(3)培养物检测：①菌落观察：在初次分离培养

后常需2～5周才能长出白色、干燥、陷入琼脂内的

小菌落(B．矗P，z卵z口P菌落有时呈菜花状)，传代后生

长加快，培养3～4天可见菌落形成，多为光滑、黏稠

状、圆形凸起、光滑或粗糙的微小菌落n’21。参照文

献[1]在最初的培养过程中将每一个接近以上描述

的形态的菌落进行聚合酶链反应(PCR)鉴定，以确

定疑似菌落。②PCR的检测鉴定：挑取疑似菌落收

集于含100肛l TE(pH 8．0)的1．5 ml离心管中，振荡

混匀，100℃煮10 min，12 000 r／min离心5 min，上清

液即为模板。用引物BhCS．781p～BhCS．1137n和

T11e．455p～TAla．885n扩增疑似菌株DNA(表2)。

其中1对引物扩增出目标带，就作为研究对象。

表2 PCR反应引物

引物 核苷酸序列(5’．3’)
退火扩增片段
温度 大小
(℃) (bp)

BhCs．781p[加5’一oxBA(b《cK闽陋GmG．3’ 镐

Bhcs．1137n【3]5’一a pⅡ℃CA凸凸A AGA aCAl：m§A ACA一3’48

TⅡe．455p【41 5’一(xTKm!lG口陀A(汀HⅪT磁G一3’ 55

m也．885n[41 5’一1Ixll(；cAAAGcAl3I篇阢cIcr_3’ 55

380

380

200～500+

200～500+

*片段大小在不同巴尔通体菌株间有差异

结 果

1．巴尔通体分离培养情况：菌落形态观察：接种

后每24 h观察培养基1次，最早可在接种后第3天

(平均1周长出菌落)观察到微小的圆形凸起菌落

(D<1．0 mm)，呈灰白色、略微透明、边缘光滑或粗

糙；菌落数多少不等，在10～1000 CFU以上；培养时

间延长时可以见到菌落中央呈现“空心”，经接种环

刮起后可见培养基生长处留下圆形小坑，是巴尔通

体菌落向培养基中下陷生长造成这种现象，与文献

报道一致"o。传代培养后菌落生长较快，且可见较

原代培养略大的菌落p<1．5 mm。在培养过程中，

巴尔通体菌落最早可以出现于接种后第3天，早于

文献报道的时间，菌落形态(图1)与文献中描述相

一致‘1’2’5|。

2．鼠类宿主血液标本巴尔通体分离培养结果：

接种5县、市所获黄胸鼠、斯氏家鼠、大绒鼠、褐家

鼠、锡金小鼠和灰麝朐的6种鼠血标本176份，有

79份检获巴尔通体疑似菌株。

3．PCR检测鉴定结果：疑似菌株用引物

BhCS．781p～BhCS．1137n和TIle．455p～1、Ala．885n

进行PCR扩增，检测呈阳性确定为巴尔通体共有

69份，其中BhCS．781p～BhCS．1137n引物阳性结果

67份，2份阴性结果的菌株经TIle．455p～

T趾a．885n引物扩增为阳性。6种被检动物中有4

种动物查出阳性，鼠种感染率为66．7％。总检动物

巴尔通体分离率为39．2％；其中检测黄胸鼠150只，

63只为阳性，分离率为42．0％；19只褐家鼠中3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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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分离率为15．8％；大绒鼠检测2只均为阳性；

被检的1只锡金小鼠为阳性结果；斯氏家鼠和灰麝

胸未能检出阳性。除大理市外，剑川、祥云、云龙和

云县等县采获的鼠类标本均分离到巴尔通体，各地

区不同鼠种带菌情况见表3。

图1 含5％兔血BHI培养基上巴尔通体菌落

(分离自鼠血)

表3 云南省5县、市不同鼠种巴尔通体的感染情况

讨 论

国外研究证实巴尔通体的鼠类宿主动物带菌率

较高，在英国及美国东南部鼠群带菌率为62．2％和

42．2％∞’70。国内的白瑛等对云南西南地区分别两

次共8个县、市的调查中，从所有调查地和捕获的7

种家、野鼠种都分离到了巴尔通体，总感染率分别为

44．3％、27．3％，鼠种的感染率达100％u’81。本次

研究从云南省西南、西北地区3种不同气候类型共

5个县、市样区捕获的黄胸鼠、褐家鼠、大绒鼠和锡

金小鼠等4种家、野鼠种中分离到了巴尔通体，其中

锡金小鼠为本研究首次发现的带菌鼠种，总分离率

达39．2％，鼠种的感染率为66．7％，在被检动物中斯

氏家鼠和灰麝胸未能检出巴尔通体，可能与样本量

较少有关。上述情况说明巴尔通体不仅对鼠类动物

有较高的感染率，并对不同地理和气候环境具有广

泛适应性及宿主多样性较高的特征，而这种地理分

布多样性又是其宿主动物分布决定的∽1。因此有理

由认为，随着国内对巴尔通体的逐步认识和调查研

究工作的开展，它在我国的宿主种类、分布地区及范

围无疑将会随之增加和扩大。

黄胸鼠为我国南方各省、区广为分布的常见或

优势鼠种¨0’11。，其繁殖力强，种群数量多而恒定，分

布广泛，主要栖居在室内、庭院周围，与人类关系密

切，又是南方家鼠鼠疫的主要宿主动物。云南西南

部各地区3次鼠群巴尔通体感染率的调查结果都显

示了黄胸鼠对巴尔通体感染率(分别达41．4％、

56．7％和42．0％)很高的特征，这表明黄胸鼠在巴尔

通体家栖鼠类宿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白瑛等的研究已证实云南省黄胸鼠群中存在致

病巴尔通体B．Pz波盘沈珈口P，我们的研究发现黄胸鼠

中存在另一种具有潜在致病性的巴尔通体，代表菌

株为RT222SMH o。B．“iz口6e琥口8可引起人类心内

膜炎合并瓣膜损害，与R配22SM菌株基因型相同
的巴尔通体可通过猫抓伤引起肺炎。在同一种宿主

中存在2种致病巴尔通体，进一步说明黄胸鼠是这

种病原微生物的重要宿主动物。那么，这些致病巴

尔通体是通过哪种媒介和什么途径传染给人类的，

鼠类体表常见的寄生虫如蚤类等是否起到生物媒介

的作用?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对鼠体表的蚤类、蜱或

螨等吸血节肢动物进行巴尔通体感染状况的调查及

其传播机制等实验研究进一步加以证实和解决。

国外研究还发现巴尔通体和鼠疫杆菌可同时感

染鼠蚤u 2|，国内还未见相关的报道。目前，云南省

西南部地区广泛存在着家鼠鼠疫疫源地，既往和本

次的研究均发现当地家、野鼠鼠疫的主要宿主及优

势种黄胸鼠和齐氏姬鼠(巴尔通体感染率为62．5％)

对巴尔通体的感染率极高，由于这2种微生物对宿

主的要求都存在共趋性，因此不能排除巴尔通体和

鼠疫杆菌共同寄生于同一宿主或媒介体内，并有可

能通过媒介生物在自然界动物中传播同时又能传播

给人类的可能性。此外，这两种微生物在同一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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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寄生，他们的共生关系是怎样的、与共同宿主之

间相互作用如何，这些生物及生态学问题都值得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

(对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剑川县鼠疫防治所、云龙县和

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帮助，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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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江苏省赣榆县1996～2002年居民自杀死亡流行现状分析

王旭善 吴德林 张晓峰顾绍升 潘振庆

1．资料分析与结果：通过对1996～1999年江苏省卫生厅

组织的专题回顾性调查资料和2000～2002年赣榆县全死因

登记报告系统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①自杀死亡水

平：1996～2002年赣榆县年均自杀粗死亡率26．90／10万

(1952／7 257 257)，1982年标化率21．15／10万，1990年标化

率23．96／10万，居同期居民伤害死亡首位(38，70％)。7年间

自杀粗死亡率下降趋势不明显(r=一0．62，“=1．95，P>

0．05)。居民自杀累积死亡率(0～74岁)为2．42％；自杀死亡

共造成4749人年的潜在寿命损失(YPLL，1～69岁)，在全死

因造成损失中占12．26％，平均每一位自杀死亡者造成的

YPLL是25．36人年；自杀中位死亡年龄为58．01岁。去除自

杀死因，目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寿命表法)有望增加

O．92％。②自杀三间分布：性别分布：7年间男性自杀粗死亡

率23．06／10万，女性31．06／10万，差异有显著性(x2=43．11，

P<0．001)；年龄分布：15～19岁保持较低死亡率水平(5／10

万)；20～59岁较15～19岁死亡率有大幅上升，但平稳波动

于22／10万～38／10万；60岁以上以2～2．4倍的递增速度上

升，在80岁以上年龄段达高峰(322．80／10万)，按性别死亡

率比不同可划分三类年龄区间，即15～39岁男性较低于女

性，40～59岁男性较接近女性，60岁以上男性较高于女性；

地区分布：丘陵山区(10个乡镇)死亡率28．75／10万(619／

2 152 856)，内陆平原(11个乡镇)死亡率28．02／10万(845／

3 015 277)，沿海地区(8个乡镇)死亡率最低，为22．45／10万

作者单位：222100江苏省赣榆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69／2 089 121)。季节分布(圆形分布法)：6月前后是自杀

死亡的高峰月份，平均角口=180．29。，雷氏检验Z=6．97，

P<O．05；③死亡方式：1952名自杀死亡者中，50．46％选择

喝农药，38．17％选择自缢，6．81％选择投河，其他方式占

4．56％；喝农药自杀主要在15～39岁组、女性及非文盲人群，

分别为70．93％、57．69％和63．28％；选择自缢主要在60岁

以上组、男性及文盲人群，分别为52．47％、47．07％和

46．31％。

2．结论：1996～2002年赣榆县居民自杀标化死亡率

(1982年)远高于1990～2000年全国死因监测系统报告的总

人群自杀死亡率(16．8l／10万)¨J。平均每位自杀者造成的

YPLL是25．36人年，远高于我县居民因恶性肿瘤、脑血管病、

呼吸系统疾病及心脏病等死亡造成的YPLL【⋯。不同性别间

在各年龄段的自杀死亡率呈现交叉现象，即60岁以前自杀

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突出表现在15～39岁年龄组，60岁以

后男性高于女性，正好是死亡率呈快速上升阶段，自杀死亡

集中在6月前后与农药在这一季节广泛使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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