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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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究全面生化反应与血清学检测在沙门菌临床检验中的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荆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0/

例疑似沙门菌感染的肠热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
#-

例!对照组
#.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

检测!研究组予以全面生化反应联合血清学检测!比较两组检验结果$结果
!

研究组沙门菌检出率为
0,1./U

!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检出率
"-1$0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先采用全面生化反应试验!再进行血清学检测!可有效检出沙门菌!值

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沙门菌'

!

临床检验'

!

全面生化反应'

!

血清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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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是寄生于机体肠道内的肠道致病菌)

+),

*

#该病菌的

抗原构造和生化反应与革兰阴性菌相似#是人类食物中毒的主

要病原菌之一'一旦食用感染沙门菌的食物#人体在数分钟内

即可出现呕吐(腹泻(发热等感染症状#且感染严重时可引发严

重脱水而导致休克#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

*

#因此应采用科

学有效的沙门菌检验方法#对沙门菌感染进行及早诊断和治

疗'本研究以
0/

例疑似沙门菌感染的肠热症患者为研究对

象#探讨了全面生化反应联合血清学检测在沙门菌临床检验中

的价值'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荆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收治的
0/

例疑似沙门菌感染的肠热症患者#随机分为研

究组
#-

例#对照组
#.

例'研究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2*1+.

%岁#病程
*$

!

,*G

#平均病程

$

*"1+-2+1$"

%

G

#其中发热
**

例(全身不适
+,

例(乏力
-

例(

持续高热
,

例(肝脾肿大
*

例&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

岁#平均$

,-1#"2*1*/

%岁#病程
*+

!

,$G

#平均病程

$

*/1$.2+1$*

%

G

#其中发热
*$

例(全身不适
+#

例(乏力
0

例(

持续高热
,

例(肝脾肿大
+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

情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具有可比性'

?1@

!

仪器与试剂
!

法国生物梅里埃
O9A=e),*

全自动生化鉴

定仪(温箱(显微镜(均质器(灭菌吸管(平皿(接种棒和橡皮乳

头'孔雀绿增菌液(亚硒酸盐胱氨酸$

K!

%增菌液#麦芽汁

$

%[

%琼脂(三糖铁$

<KQ

%琼脂(沙门
)

志贺氏$

KK

%琼脂和亚硫酸

铋琼脂(氰化钾培养基和氨基酸脱羧酶培养基均购自浙江宁波

天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沙门氏菌凝集血清购自兰州生物制

品研究所'质控菌株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伤寒沙门

菌
!J!!/$$0"

(伤寒沙门菌
!J!!/$$0.

(甲型沙门副伤寒菌

!J!!/$$$+

(乙型副伤寒沙门菌
!J!!/$$$/

(丙型副伤寒沙

门菌
!J!!/$,$"

'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1A

!

标本采集
!

对照组患者按照常规方法#采集大便标本&研

究组根据患者不同阶段病情变化选择不同的标本采集方法#肠

热症患者病程第
+

周时采集静脉血#发病
+

!

*

周阶段采集骨

髓液&伴有肠胃炎的肠热症患者发病
+

周时采集新鲜粪便送

检#而带菌者可利用经消毒的棉拭子采集直肠表面黏膜#发病

+

周后肠热症患者可对中段尿进行采集#

*-$$@

"

39:

离心
/

39:

后进行检测&疑似沙门菌食物中毒患者采集的标本除粪便

外#还包括呕吐物(可疑食物及可疑食物样品标本#置于无菌器

皿内送检'

?1B

!

鉴定方法
!

$

+

%对照组进行常规检测)

/

*

#大便标本称取
+

7

#放入装有
+$36

灭菌生理盐水的试管中#充分振荡后备用&进

行细菌分离培养#在生物安全柜内以
+f+$

的比例接种于
K!

增

菌液中#同时以无菌接种环分别划线接种于
%[

及沙门菌显色

培养基上#

,.T

培养
*$B

'分离接种培养后#在
KK

平板上生长

出中等大小#光滑湿润#无色(半透明菌落#在麦康凯平板上生长

出中等大小#光滑湿润#无色(半透明菌落#在山梨醇麦康凯琼脂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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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

O451,"

!

N41++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王娴默#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研究'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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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上生长出中等大小(粉红色菌落#在血平板上生长出中等大

小(灰白色(边缘整齐(不溶血菌落#在营养平板上生长出中等大

小(圆形(光滑湿润菌落#在四号琼脂平板上不生长'涂片染色!

此菌为革兰阴性小杆菌'根据细菌在各培养基上生长特性(革

兰染色形态初步判定可疑沙门菌'$

*

%研究组进行全面生化反

应试验#挑取各种不同平板上的可疑菌落#并将可疑菌落接种至

+U<KQ

琼脂中#再对
<KQ

琼脂内的反应进行观察#若琼脂内含

有斜面产酸和硫化氢阴性的菌株#则予以排除'另外#接种
<KQ

琼脂时#可采用蛋白胨水接种#靛基质试验中蛋白胨为常用成

分#同时接种尿素琼脂和氨基酸脱羧酶培养基#在$

,"2+

%

T

温

度环境内培养
#

!

+-B

#并采用生物梅里埃
O9A=e),*

全自动生化

鉴定仪进行生化反应#并按国家标准进行血清学鉴定)

"

*

'血清

学检测先使血液凝集)

.

*

#由于大部分沙门菌处于
;

!

Z

群#因此

凝集时选取
;

!

Z

多价
M

血清的凝集行血清学检测#再对血清

因子行定群处理#即采用
/

个
M

群的因子行血清定群#并且以
%

因子血清相行凝集#使
%

因子血清相中第一相与第二相凝集#

利用凝集的结果判断血清型'凝集情况
M*

(

M#

(

M.

!

M++

分别

属于
;

群(

^

群(

!+

亚群(

!*

亚群(

W

群(

[

群(

Z

群'综合
%

因

子血清第一(二相#依据凝集结果决定所属血清型'沙门菌有菌

体抗原.

M

/和鞭毛抗原.

%

/'依据菌体抗原结构分
;

(

^

(

!

(

W

等

,#

个组#又根据鞭毛抗原不同区分组内各菌种'沙门菌有些仅

对人类有致病性#如伤寒杆菌(副伤寒$甲和丙%沙门菌等&有些

是动物和人类的共同致病菌#如副伤寒乙沙门菌(鼠伤寒杆菌(

肠炎杆菌等)

-

*

!有些仅对动物有致病性#如鸡痢沙门菌(鸡伤寒

沙门菌等'引起人类疾病的沙门菌主要属于
;

(

^

(

!

(

W

(

[/

组)

0

*

'其中除伤寒和副伤寒沙门菌外#以
^

组的鼠伤寒沙门菌(

!

组的猪霍乱沙门菌(

W

组的肠炎沙门菌及
[

组的鸭沙门菌等

+$

型最为常见)

+$

*

'临床可以依据菌群的分型分析对人类或动

物的致病性#方便进一步的处理'检测过程严格按照
*$+$

年

,

d̂#.-01#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沙门氏菌检验-的要求进行'

?1F

!

生化反应与血清学检测结果判定标准
!

生化反应试验中

液面试剂变为红色则呈阳性#变为黄色则呈阴性#可判断为沙

门菌'血清学检测中伤寒沙门菌
M

凝集效价大于或等于
+f

-$

#

%

凝集效价大于或等于
+f+"$

#副伤寒沙门菌
%

凝集效

价大于或等于
+f-$

#则沙门菌抗血清呈阳性'

?1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VKK*$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2?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研究组阳性反应(阴性反应的例数分别为
#/

(

,

例#对照组

阳性反应(阴性反应的例数分别为
,*

(

+/

例#研究组与对照组

沙门菌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0,1./U

(

"-1$0U

#研究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A

!

讨
!!

论

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种类日益增

多#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人们常因食用感染肠道致病菌

的食物而发生食物中毒#甚至危及生命安全'不洁的食物中含

有多种肠道致病菌#其中沙门菌是最主要致病菌之一)

+)*

*

#因此

采用快速(高效的检测方法检出沙门菌对沙门菌感染相关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起关键性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沙门菌检出率为
0,1./U

#高于

对照组的
"-1$0U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这表明

全面生化反应联合血清学检测可明显提高沙门菌检出率'沙

门菌感染可引发一系列胃肠道疾病#其中以肠热症最为常见'

肠热症是伤寒病和副伤寒病的总称#主要由伤寒沙门菌和甲(

乙(丙型副伤寒沙门菌引起)

+$)++

*

#常规检验虽然一定程度上可

检出一定比例沙门菌#但由于该检测方法设备不足#且极易受

温度等外界因素干扰#因此难以取得理想的检验效果#从而无

法作为沙门菌检测的有效方法#难以为肠热症的诊断和后续治

疗提供依据'生化反应试验采用尿素琼脂和氨基酸脱羧酶培养

基等对可疑菌落进行培养)

+*

*

#通过液面颜色变化#可直观判断

是否呈阳性#若呈阳性则为沙门菌'之后本研究采用血清学检

测对生化反应试验结果进行验证#该检验方法通过可疑菌落与

相应抗体凝集#将无菌生理盐水与可疑菌落(可疑菌落抗血清混

合#并置于培养皿中#在温育
+/

!

*$39:

后#可检查是否有颗粒

沉淀#并对照阳性反应标准#从而快速判定可疑菌落为沙门菌'

本研究采用
*

种方法联合检测#可明显提升沙门菌检测的准确

性#为肠热症等沙门菌感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急性腹泻患者应取首次就诊时粪便标本最

佳#如使用抗菌药物后采集则影响检测结果#增加假阳性例数#

可能引起漏诊'在菌落选择时#需选足量菌落进行生化反应'

生化反应以纯培养物进行试验#如有血清学阳性#而生化反应

特征不符#应对接种物进行纯化#使用纯化后的培养物进行生

化试验'通过细节改进#才能为沙门氏菌的诊断提供有利

保障'

综上所述#先采用全面生化反应试验#再进行血清学检测#

可有效检出沙门菌#具有良好的检测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应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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