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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犊牛沙门氏菌肺炎的诊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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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找出重庆丰都县和四川自贡市肉牛场肉犊牛肺炎的病原,从肉犊牛的鼻分泌物和肺组织共分离到29株细

菌,经形态特性及生化试验,结合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鉴定为沙门氏菌.用临床上常用的21种抗菌素纸片对分离

菌进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所分离的沙门氏菌对头孢曲松等大部分头孢类药物、氨曲南和亚胺培南敏感性极高.临

床上采用头孢曲松及壮观霉素进行治疗,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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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Salmonella)是肠杆菌科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属于革兰氏阴性杆菌,不产生芽孢,亦无

荚膜[1],它是许多疾病的主要病原,具有高致病性和致死性,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2],在自然界中

普遍存在[3-4].
牛沙门氏菌病,又称牛副伤寒,主要是由鼠伤寒沙门氏菌、都柏林沙门氏菌或纽波特沙门氏菌所致[5].

成年牛常以高热(40~41℃)、精神萎顿、食欲废绝、而后下痢、粪便恶臭、含有纤维素絮片为其特征.犊牛

除以上症状外,还常见有出现关节炎、支气管炎和肺炎的临诊症状.由于临床上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包括

疾病治疗、诊断和促进动物生长等,都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6-7].
对重庆丰都县、四川自贡市肉牛场犊牛肺炎,采集鼻腔分泌物拭子和肺组织进行细菌分离鉴定,并进

行药敏试验,确认有效的抗菌药物,旨在为解决该病对肉牛养殖业带来的影响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1.1 病料来源

由重庆丰都县和四川自贡市肉牛场具有肺炎的犊牛,采集鼻腔分泌物拭子和肺组织.

1.1.2 培养基的制备

麦康凯琼脂(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批号:20110628)和SS琼脂培养基(杭州天和微生物

试剂有限公司,批号:20100816-01)均按说明书要求配制.

1.1.3 试验动物

健康小白鼠12只,体质量在20~25g/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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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药敏纸片

药敏纸片购自重庆市疾控中心.

1.1.5 其 他

各种生化试验试剂管均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批号:20100622.营养肉汤、MR试剂、VP
试剂及吲哚试剂参照参考文献[8]配制.

1.2 方 法

1.2.1 临床症状

丰都肉牛场与自贡肉牛场的患病犊牛均出现体温升高至40~41℃,有的体温甚至高达42℃.呼吸困

难,呼吸频率加快,间歇性咳喘,流脓性鼻液,肺部听诊可听到类似拉风箱的声音;听取心音,心率加快,

并出现第三心音,即“奔马调”.精神萎顿,消瘦,喜卧,不愿走动,采食量下降.部分犊牛拉灰白色或灰绿

色稀粪,有时混有饲料颗粒或黏液和血丝.腕关节和踝关节出现关节炎并有脓性渗出物,部分犊牛还出现

皮毛脱落等现象.

1.2.2 病理变化

对丰都县某肉牛场病死犊牛进行剖检,可见血液暗红色,胸腔积液,肺呈暗红色,实质性病变,并有纤

维素性渗出物,与胸腔粘连,脾脏充血,肿大.

1.2.3 细菌的分离培养和染色镜检

将采集的鼻腔分泌物拭子和肺组织分别无菌接种于营养肉汤培养基,37℃增菌培养24h.然后将培养

物分别在麦康凯琼脂平板和SS琼脂平板上划线接种,37℃培养24h.观察细菌的培养特性及菌落形态,革

兰氏染色观察细菌形态.

1.2.4 细菌的生化试验

按照参考文献[9]进行细菌生化试验.

1.2.5 致病性试验

取分离菌接种营养肉汤,37℃培养24h.将12只小白鼠随机分为3组,每组4只.第1组于腹腔注射

由丰都肉牛场采集的鼻拭子分离培养的细菌纯培养物0.3mL/只;第2组于腹腔注射由自贡养殖户送检的

鼻分泌物分离培养的细菌纯培养物0.3mL/只;第3组于腹腔注射灭菌肉汤0.3mL/只.注射后观察小鼠

的发病及死亡情况,并剖检,用接种环分别挑取心血、肝组织接种营养肉汤,37℃增菌培养24h.然后将培

养物分别在麦康凯琼脂平板和SS琼脂平板上划线接种,37℃培养24h.观察细菌的培养特性及菌落形态,

革兰氏染色观察细菌形态,并比较与之前细菌培养与分离的结果是否一致.

1.2.6 细菌的药敏试验

用无菌棉签沾取细菌纯培养物,均匀地涂布于整个普通琼脂平板上,将药敏纸片依次均匀地贴在平板

上.每个平板放置5片,各药敏纸片中心相距约24mm,药敏纸片距平板边缘约15mm,各纸片间距相等,

每种药物做3组平行试验.将平板倒置于37℃培养箱中培养24h,然后观察药物的抑菌情况,并测定各种

药物抑菌圈的大小.

2 试验结果

2.1 培养特性及镜检结果

细菌在普通肉汤中均生长良好,均匀混浊,管底有沉淀,轻摇呈云雾状;在麦康凯琼脂培养基和SS培

养基上均生长良好,菌落表面光滑,边缘整齐、湿润、大小均匀;麦康凯培养基上可见淡黄色菌落,SS培

养基上可见无色、半透明、中心有黑点的菌落;该细菌经革兰氏染色后镜检可见单个、成对或成丛分布的

两端钝圆的红色小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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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化试验结果

该细菌能发酵葡萄糖、麦芽糖、甘露醇,产酸产气;发酵蔗糖不产酸产气;不发酵乳糖;MR试验、枸

橼酸盐试验和硫化氢试验均为阳性,吲哚试验和VP试验为阴性.试验结果见表1.
表1 分离菌株生化试验结果

项目 葡萄糖 乳糖 麦芽糖 甘露醇 蔗糖 吲哚试验 MR试验 VP试验 枸橼酸盐试验 硫化氢试验

结果  -   - - + - + +

  注:糖发酵试验中,“”表示产酸产气,“-”表示不产酸不产气;其余试验中,“+”表示阳性,“-”表示阴性.

2.3 致病性试验结果

第1组和第2组的小白鼠均在18h内死亡,剖检均发现小白鼠肺部充血肿胀,心包膜增厚,有轻微的

纤维素性渗出,肝脏有出血点;分离培养出的细菌与接种细菌的培养特性、菌落形态和革兰氏染色镜检的

细菌形态均相似,可判断为同一种细菌.第3组小白鼠无异常表现.

2.4 药敏试验结果

由重庆丰都某肉牛场采集的鼻腔分泌物拭子和肺组织分离菌株对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头

孢哌酮、呋喃妥因、氨曲南和亚胺培南6种药物极度敏感;对头孢吡肟和万古霉素高度敏感;对头孢噻吩

和妥布霉素敏感性较低;对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四环素、左氟沙星和新生霉素5种药物表现出耐药性.
由四川自贡养殖户采集的鼻腔分泌物拭子和肺组织分离菌株对头孢吡肟、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

曲松、头孢哌酮、氨曲南、亚胺培南和妥布霉素8种药物极度敏感;对阿奇霉素、左氟沙星、链霉素、万古

霉素和羧苄青霉素5种药物中度敏感;对头孢噻吩、克拉霉素、四环素、呋喃妥因、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和

新生霉素等7种药物表现出耐药性.具体试验结果见表2.
表2 药敏试验结果 mm 

药品名称
重庆丰都某肉牛场

1组 2组 3组 平均值 备注

四川自贡某肉牛场

1组 2组 3组 平均值 备注

头孢吡肟 15 17 16 16.00 高敏 28 27 29 28.00 极敏

头孢他啶 20 20 21 20.33 极敏 30 30 31 30.33 极敏

头孢噻肟 23 24 24 23.67 极敏 26 26 28 26.67 极敏

头孢曲松 28 27 28 27.67 极敏 26 26 27 26.33 极敏

头孢噻吩 7 8 8 7.67 低敏 0 0 0 0 不敏

克拉菌素 0 0 0 0 不敏 0 0 0 0 不敏

阿奇霉素 0 0 0 0 不敏 13 14 13 13.33 中敏

四环素 0 0 0 0 不敏 0 0 0 0 不敏

左氟沙星 0 0 0 0 不敏 13 12 11 12.00 中敏

头孢哌酮 21 23 24 22.67 极敏 31 29 29 19.67 极敏

呋喃妥因 21 22 17 20.00 极敏 0 0 0 0 不敏

环丙沙星 12 10 11 11.00 中敏 0 0 0 0 不敏

链霉素 12 12 11 11.67 中敏 11 12 11 11.33 中敏

万古霉素 17 16 16 16.33 高敏 13 13 12 12.67 中敏

庆大霉素 12 10 12 11.33 中敏 0 0 0 0 不敏

羧苄青霉素 12 14 14 13.33 中敏 14 16 15 15.00 中敏

新生霉素 0 0 0 0 不敏 0 0 0 0 不敏

氨曲南 19 18 26 21.00 极敏 27 27 30 28.00 极敏

亚胺培南 29 28 29 28.67 极敏 34 32 33 33.00 极敏

妥布霉素 7 10 9 8.67 低敏 23 24 22 23.00 极敏

氨苄西林 13 14 14 13.67 中敏 0 0 0 0 不敏

  注:敏感度根据《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试验规范》[9]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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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治疗效果

根据药敏试验结果,临床上选用头孢曲松5g,500mL10%葡萄糖盐水,连续静脉注射3d;3d

后用壮观霉素5g连续肌肉注射3d,治疗效果良好,患病犊牛肺炎及关节炎症状减轻或消除,并逐渐

恢复正常.

3 结论与分析

1)综合临床症状、培养特性、镜检结果及生化试验,确认由重庆丰都县和四川自贡市肉牛场犊牛肺

炎,采集的鼻腔分泌物拭子和肺组织分离培养的菌株为同一种菌,均为沙门氏菌.通过接种健康小白鼠,小

白鼠全部死亡,说明两组分离出的菌株均有很强的致病性.

2)临床上,由沙门氏菌引起犊牛的肺炎还鲜见报道.根据重庆丰都某肉牛场和四川自贡散养户的牛

只发病情况来看,该病对肉牛养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应引起重视.本试验通过用临床上常用的21种药

物对所分离的细菌进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所分离的菌株对大部分头孢类药物敏感(头孢噻吩除外),此

外重庆丰都某肉牛场和自贡散养户在前期治疗时都使用了头孢噻呋钠,效果均不理想;对氨曲南和亚胺

培南均有很高的敏感性.对克拉霉素、四环素和新生霉素均表现耐药性.Chen等[10]对沙门氏菌耐药基因

的研究结果显示,由美国分离得到的133株沙门氏菌中对四环素存在耐药性的有68%,链霉素的有

61%;仅6%对头孢曲松存在耐药性.这与本试验的结果相近.因不同地区的沙门氏菌对药物的敏感性各

不相同,故本试验两组菌株对不同药物的敏感性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临床上沙门氏菌极易产生耐药

性,故不建议采用抗生素低剂量长期预防用药,最好使用药敏试验筛选的敏感药物作治疗性用药,治愈

后停止用药,以防治耐药性的产生.

3)沙门氏菌普遍存在于各养殖户与养殖场中,因此平时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定期消毒,清洁卫生,粪便清理,做好通风,饲喂优质饲料及清洁水,减少各种不良应激,由外地引进牛时

注意隔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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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andTreatmentofSalmonellaPneumoniainCalves

LIWei-wei, JIANG Hong, HUShi-jun
DepartmentofVeterinaryMedicine(RongchangCampu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2460,China

Abstract:Twenty-ninestrainsofbacteriawereisolatedfromthenasalsecretionsandlungtissuescollected

bythecattlefarmsofFengduofChongqingandZigongofSichuan.TheywereidentifiedasSalmonella

throughmorphologicalobservationandbiochemicaltestsandbasedonclinicalsignsandpathologicalchan-

ges.Antibioticsensitivitytestsweremadeofthestrainswith21kindsofantibioticdiskswhichare.com-

monlyusedintheclinics.TheisolatedSalmonellastrainswereshowntobehighlysensitivetothecepha-

losporindrugssuchasceftriaxone,aztreonamandimipenem.Satisfactoryeffectswereobtainedwhenceph-

alosporinandspectinomycinwereusedclinicallytotreatsickcalves.

Keywords:calf;Salmonella;pneumonia;diagnosisand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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