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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本院微生物室
1#$1

年
'

月从呼吸科一患者血液中分离出

$

株马尔他布鲁菌#现分析如下!患者#男#

''

岁#,咳嗽*咳痰伴

发热
"

天-#经急诊以,肺炎-#于
1#$1

年
'

月
4

日收入本院)患

者主诉入院前
"

天出现咳嗽*咳痰#咳少量泡沫样白痰#伴发

热#最高达
+43$g

#多于午后夜间发作#伴大汗*畏寒*寒战*周

身乏力*头痛*关节疼痛#关节无红肿)病后于当地社区诊所就

诊#予静点,头孢$具体不详%-,痰热清-各
+&

#症状无明显好

转#于
1#$1

年
'

月
4

日来本院就诊)流行病学史!患者主诉年

前曾在辽宁葫芦岛哥哥家住过半个月#哥哥家养羊#回京后不

久便出现发热症状#已反复多次)

入院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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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清语利#步入

病房#呼吸平稳#口唇不绀#胸廓对称#双肺呼吸音粗#双肺未闻

及干湿性音#心率
9'

次"分#律齐#未闻及杂音#腹软#无压

痛#无反跳痛#无肌紧张#双下肢无水肿#双巴氏征未引出#心电

图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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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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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血培养
1&

需氧瓶阳性报警#涂片

为革兰阴性小杆菌#第
1

次血培养也分离出该菌#经鉴定为马

尔他布鲁菌)明确诊断为!马尔他布鲁菌致菌血症)经利福平

和四环素等药物抗炎及对症治疗#患者病情好转出院)细菌学

检查!分别于
1#$1

年
'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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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1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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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需氧*厌氧血培养各一套#放入血培养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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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培养#需氧瓶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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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报警#转

种羊血琼脂平板和中国蓝琼脂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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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箱培养#

1&

后#羊血琼脂平板生长有大小
#3"??

*圆形*光滑*透明*边缘

整齐的小菌落#中国蓝琼脂平板上不生长#高倍镜下可见革兰

阴性小球杆菌*呈细沙样排列)从血琼脂平板上挑取新鲜纯

菌#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与药敏分析仪
U(/VY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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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鉴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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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结果为马尔他布鲁菌#生物编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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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菌病是由布鲁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急慢性传染病#俗

称波浪热#属自然疫源性疾病'

$

(

)近年来#我国疫区及城市布

鲁菌病散发病例明显增加#甚至出现了养牛工人和进行动物实

验的学生染病的群体感染事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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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菌属$

2BH>CIIA

%是一

类革兰染色阴性短小杆菌)有
!

个生物种$牛布鲁菌*羊布鲁

菌*猪布鲁菌*犬布鲁菌*绵羊附睾布鲁菌*沙林鼠布鲁菌%#

$4

个生物型#使人致病的是前
'

个生物种#因最早由美国医师

eAK6&2BH>C

首先分离出#故得名)羊*牛等家畜*家禽是主要

的传染源#可通过皮肤黏膜接触*食物*空气飞沫等传播)本病

呈全球性分布#主要流行的是羊种#可暴发流行'

'

(

)实验室对

布鲁菌病的诊断有重要作用)进行布鲁菌分离的标本主要是

血液#对慢性感染患者应注意采集骨髓*肝*脾*脓肿穿刺液或

与感染症状相应部位$如脑脊液%的标本送检)对于血液或无

菌体液来源的阳性培养物#涂片显微镜下观察到革兰染色阴性

的短小杆菌或球杆状细菌#呈细沙样排列#应高度怀疑布鲁

菌'

"

(

)

布鲁菌病的临床表现形式多样#如发热*寒战*盗汗*头痛

与体痛*乏力)也可引起骨*关节*心脏*肝*脾*肺*眼*皮肤软

组织或中枢神经系统等脏器组织感染#并以这些部位为主要或

首发临床表现'

!

(

)多样的临床表现增加了临床医生对布鲁菌

感染做出早期*正确诊断的难度#也容易导致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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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该

病的诊断#临床医生需要详细询史病史#重视血培养的检查#早

培养*早发现*早治疗)抗布鲁菌治疗应注意较长时间连续和

联合使用抗菌药物的原则#选用能进入吞噬细胞内的抗菌药

物#并坚持使用以彻底消灭细胞内的布鲁菌)

另外#布鲁菌具有高度传染性#是引起实险室感染的重要

病原菌之一#实验室不能早期正确鉴定该菌是导致实验室感染

的主要原因#一旦怀疑被检物有布鲁菌#所有的相关操作应在

生物安全柜内进行#并注意戴手套#防止打开平皿盖去嗅#微生

物检测人员应特别注意生物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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