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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布鲁菌病流行病学特征!提高临床和实验室的诊断能力&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F

年
%

月

收治的布鲁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实验室数据&结果
!

#'

例病例大多有羊接触史!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

!&&$&Y

$'骨关节疼痛

"

%C$!Y

$'多汗"

F!$#Y

$'乏力"

##$#Y

$'淋巴结肿大"

"#$!Y

$'肝脾肿大"

!"$BY

$&实验室检查!有肝功能异常'红细胞沉降率增

快'超敏
4+

反应蛋白增高'淋巴细胞比例增高!布鲁菌抗体凝集试验阳性!静脉血或骨髓培养阳性!经细菌学鉴定为马耳他布鲁

菌&结论
!

布鲁菌病临床表现多样!易误诊!苏北地区散发病例逐年增多!应重视流行病学线索!加强对布鲁菌病的认识!对不明

原因发热者应及早进行血培养和布鲁菌凝集试验&

关键词"布鲁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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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菌属细菌是一类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包括羊布鲁菌

$又称马尔他布鲁菌&+牛布鲁菌$又称流产布鲁菌&+猪布鲁菌+

狗布鲁菌+绵羊布鲁菌及森林鼠布鲁菌
%

个菌种#以羊种菌毒

力最强)

!

*

#可通过破损的皮肤黏膜+呼吸道和消化道等途径传

播#引起人布鲁菌病#主要流行于我国内蒙古等北方牧区'近

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农村养殖业发展及牲畜交易活跃#该病在

我国呈增多趋势#从牧区向农区及城市蔓延)

"

*

'我市地处江苏

北部#以农业为主#随着农村城镇化#可耕地减少#且养殖业利

润较高#农民中专业及业余牛羊养殖户逐渐增多#本市及周边

地区陆续出现散发病例#且发病人数有逐年增多的趋势#与全

国的流行特点变化相吻合)

#

*

'现笔者对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的
#'

例布鲁菌病进行病例分

析及讨论'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
#'

例

布鲁菌病病例#所有病例均经布鲁菌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及试管

凝集试验或血培养确诊#均符合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布鲁氏菌

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

C

*

'

#'

例患者中男
##

例$

BC$%Y

&+

女
%

例$

!F$CY

&#年龄
"#

"

HB

岁#平均$

F&$Fc!!$"

&岁'

A$B

!

方法
!

回顾性分析
#'

例布鲁菌病病例的临床资料#包括

患者一般资料+主要临床表现+主要实验室检查结果+用药情况

及疗效等'

B

!

结
!!

果

B$A

!

流行病学资料
!

#'

例病例中#

"&!#

年有
!&

例$

"F$%Y

&#

"&!C

年有
"&

例$

F!$#Y

&#

"&!F

年
!

"

%

月有
'

例$

"#$!Y

&'

发病月份以春季为高发'具体职业及可能传播途径见表
!

'

B$B

!

临床表现
!

#'

例病例以发热+关节疼痛+多汗+乏力+淋

巴结肿大+肝脾大等为主要症状#具体见表
"

'

B$C

!

确诊时间
!

#'

例病例中有
B

例在门诊或外院已明确诊

断转入本院治疗#其余病例入本院后
#M

内确诊
!!

例

$

"B$"Y

#首诊科室为感染科&#

C

"

HM

确诊
!&

例$

"F$%Y

#首诊

科室为感染科&#

B

"

!CM

确诊
%

例$

!F$CY

#首诊科室包括风湿

(

"F&"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B

月第
#H

卷第
!F

期
!

U=;VAJK(9M

!

*O

?

O:;"&!%

!

W->$#H

!

7-$!F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B!CH!''C

&'

!!

作者简介"张丽#女#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

#

!

通讯作者#

/+6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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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6

'



科+血液科+神经内科+感染科&#

!F

"

""M

确诊
C

例$

!&$#Y

&'

其中超过
!FM

才确诊的首诊科室有急诊科
!

例#疼痛科
!

例#

风湿科
!

例#骨科
!

例'

表
!

!!

#'

例布鲁菌病患者的职业及可能传播途径

职业 可能传播途径
(

构成比$

Y

&

农民 养羊
"H %'$"

个体 宰羊
" F$!

个体 贩羊
" F$!

个体 养水貂+狐狸
! "$%

其他 食用过羊肉
# H$%

矿工 冷库运死狗
! "$%

厨师 烹饪牛羊肉
! "$%

兽医 治疗病畜
! "$%

退休 被狗咬伤
! "$%

合计
#' !&&$&

表
"

!!

#'

例布鲁菌病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

临床症状
(

构成比$

Y

&

发热
#' !&&$&

多汗
"& F!$#

关节疼痛
"F %C$!

乏力
!# ##$#

浅表淋巴结肿大
' "#$!

肝大
" F$!

脾大
# H$H

自行用药或当地就医
#' !&&$&

B$D

!

实验室检查
!

#'

例病例中#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

氨基转肽酶&异常$

""

例#

F%$CY

&%

#F

例红细胞沉降率检测病例中升高
"H

例$

HH$!Y

&%

#&

例超敏

4+

反应蛋白检测病例中升高
"'

例$

'%$HY

&%

#'

例病例中白细

胞减 少
H

例 $

!H$'Y

&+增 多
"

例 $

F$!&Y

&+正 常
#&

例

$

H%$'Y

&#淋巴细胞比例增高
!F

例$

#B$FY

&#血小板减少
F

例

$

!"$BY

&#红细胞减少
%

例$

!F$CY

&'布鲁菌抗体凝集结果
%

!&&

有
#'

例$

!&&$&Y

&'另外血液或骨髓培养阳性结果有马

耳他布鲁菌
C

例#产碱假单胞菌
#

例#人苍白杆菌
"

例#表皮葡

萄球菌
"

例#溶血葡萄球菌
"

例#人葡萄球菌
!

例#麻疹孪生球

菌
!

例#唐昌蒲伯克霍尔德菌
!

例'

B$E

!

治疗及疗效
!

抗菌治疗方案采用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及

左氧氟沙星#部分病例仅多西环素联合利福平或者加用三代头

孢类抗菌药物#

!

周内体温恢复正常
"%

例$

%%$HY

&#

"

周内体

温恢复正常
'

例$

"#$!Y

&#

#

周内体温恢复正常
#

例$

H$HY

&#

C

周内体温恢复正常
!

例$

"$%Y

&'关节疼痛症状多在抗菌治

疗
!

周之内症状缓解#多汗+乏力等症状随体温恢复而减轻'

C

!

讨
!!

论

!!

布鲁菌为细胞内寄生菌#是布鲁菌病的病原体#能引起人

和多种动物的急性或慢性感染#临床表现为反复发热+全身乏

力+关节疼痛%可逐渐转为慢性#侵袭骨骼系统+中枢神经系统+

呼吸道+胃肠道+心血管系统与皮肤)

F

*

'临床表现复杂多变#缺

乏特异性#加大了临床医生诊断难度#极易导致误诊+误治#使

病情延误'

首先#临床医师对布鲁菌病缺乏全面认识及应有的警惕

性#未详细询问患者流行病学接触史#对发热患者普遍应用抗

生素及糖皮质激素治疗#病情可能一度好转#临床表现更加多

样+不典型#导致细菌培养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增加误诊概

率)

%

*

'本文中
#'

例患者均以发热为首发症状或伴随症状#无

一例外均在当地医院或诊所按感冒治疗#或自行服用过退烧

药#使病情延误'因此#应加强对布鲁菌病的认识#仔细询问患

者的流行病学史#对于长期发热者#应注意除外布鲁菌病'

本文
#'

例病例中#养羊+贩羊+宰羊患者
#!

例#占
H'$FY

#

值得注意的是有
#

例食用过羊肉#另有
!

例厨师和
!

例兽医'

有文献报道病畜的胚胎+乳+肉+内脏及皮毛含有大量的布鲁杆

菌#人接触后可通过体表不完整的皮肤黏膜+消化道或者呼吸

道侵入人体而发病)

H

*

'笔者发现#本文中除
B

例外院转入患者

外#其余
#!

例病例能在入院一周内明确诊断的有
"!

例#占

F#$BY

#首诊科室均为感染科#说明本院感染科对布鲁菌病的

认知能力较强'有
C

例病例在入院
!FM

后才得到确诊#占

!&$#Y

#其中
F

例以膝+腕+肩关节疼痛+腰痛+偏头痛为主诉#

首诊入住风湿科+骨科+疼痛科+急诊科及神经内科#均请感染

科会诊后确诊'因此#有必要对相关临床科室的人员进行有关

布鲁菌病甚至其他感染性疾病相关的培训'另
!

例需引起注

意的是以发热为主诉首诊在感染科#但在入院常规检查中#发

现
/,

病毒呈高滴度阳性#于是误诊为
/,

病毒感染#在保肝基

础上使用更昔洛韦+膦甲酸钠等治疗#期间患者发热等症状确

有好转#因此延误诊断'

#'

例布鲁菌病例均经布鲁菌抗体凝集试验阳性确诊#而

在送检的血或骨髓培养中#仅
"&!F

年
%

月鉴定出
C

例马耳他

布鲁菌'鉴定仪器为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WU3/̀ +"+4-6+

0

J.;

'梅里埃的
WU3/̀ +"+4-6

0

J.;

是本科室新购置的鉴定

仪#之前用过
,)2L-9=1N+!&&

#而
WU3/̀ +"+4-6

0

J.;

以外的型

号#如
WU3/̀ #"

+

*3,

以及
,)2L-9=1N+!&&

等无法检出布鲁

菌#因为这些仪器的细菌鉴定名录数据库中没有布鲁菌属#所

以无法鉴定'但是#

)LJ<

等)

B

*早就采用
*2U"&/

板条鉴定出

布鲁菌属#所以
*2U

系统仍然作为细菌鉴定的金标准'在
C

例马耳他布鲁菌鉴定过程中#笔者发现送检的血液或骨髓经

C

"

FM

培养#仪器报阳后转种血平板置
#F[

+

FY4\

"

环境
"C

L

未生长#继续放置
"CL

才有可见菌落'初时菌落微小#针尖

状#后可稍增大并渐混浊'血平板上菌落呈灰白色#培养久后#

能产生草绿色色素#似草绿色链球菌#但非溶血现象'涂片经

革兰染色#为革兰阴性小球杆菌#呈细沙样#且细胞壁不易被碱

性复红复染#染色时着色较淡#无经验者不易分辨#很可能作出

错误的判断#造成漏诊'

有研究指出按血培养仪器厂家推荐的
FM

培养时间#将有

H$FY

的漏检率#因为布鲁菌对营养要求苛刻+生长缓慢#产生

4\

"

微弱#培养仪可能出现漏检#所以建议延长血培养时间至

HM

或更长)

'

*

'对于高度怀疑布鲁菌感染患者#可通过反复送

检或进行骨髓培养来提高检出率#尤其对误诊时间长+使用抗

生素时间长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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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病例也有
!

例血培养阴性#骨

髓培养阳性#提示骨髓培养在布鲁菌病病原分离上有重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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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原因可能与布鲁菌为胞内寄生菌#骨髓中含有大型吞噬细

胞#布鲁菌含量较高有关'

另外#布鲁菌是生物危害极强的高致病性病原体#病菌污

染环境后形成气溶胶#可发生呼吸道感染#特别是临床微生物

室更是布鲁菌感染的高危区#可导致实验室获得性感染#引起

实验室内暴发流行#应注意提高生物安全防护级别#操作应在

生物安全柜内进行)

!!

*

'同时要求实验室制订严格的操作规

程#严格消毒实验相关器械#防止实验室泄露#并且加强员工培

训教育#提高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警惕性#以减少接触$暴露&危

险病原体的风险'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布鲁菌病#需要引起医院+临床医师

和检验人员的高度重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加强与临床沟通#

多学科交流#开拓诊疗思路#可以提高该病的诊断率及减少误

诊率#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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