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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单核李斯特菌属于细胞内寄生的革兰阳性杆

菌$该菌主要引起原发性脓毒血症#脑膜炎和脑炎$病

死率高达
)%[

%近年来$国内陆续有该菌引起感染的

报道$主要为新生儿和妊娠期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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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肿瘤患者

感染该菌报道尚不多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从
!

例肿瘤患者的血培养中

分离到产单核李斯特菌$现就该患者的病程#感染特

点及转归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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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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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性$

&.

岁$因,确诊右乳癌并远处转移综

合治疗
&

年余$要求化疗入该院-$入院时患者诉长期

有轻度咳嗽$伴有少许黏液痰%入院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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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乳浸

润性导管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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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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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肝#肺#多

发骨#淋巴结#胸壁转移*(

"

)右乳改良根治术后$甲状

腺功能低下*(

&

)病毒性肝炎(慢性乙型肝炎)%入院

后积极护肝#改善循环#预防血栓排除化疗禁忌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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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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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行第
$

周期化

疗%

1

月
)

日$患者出现腹痛伴有腹部绞痛$下午伴有

低热$最高体温
&'#%j

$予以易蒙停#颠茄片等口服

后$腹泻及绞痛症状有所好转%

1

月
.

日$测量体温正

常%复查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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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

细胞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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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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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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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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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体!肠鸣音稍活跃%白细胞
$

度减少$予口服升白

细胞治疗$血小板
%

度减少$予重组血小板生成素治

疗$嘱咐患者软毛刷刷牙$避免碰撞等引起出血%

1

月

!"

日$患者出现发热$体温达
&(#$j

$伴有少许咳嗽$

咳少许白色黏液痰$伴畏寒$无寒颤#尿频#尿急#头

痛$予抽血培养$查血常规#肝功能$非甾体类消炎药

退热等对症处理$考虑感染$但感染部位尚不明确$经

验性给予头孢呋辛钠抗感染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

化%

1

月
!&

日仍有间断高热$急性面容%考虑患者可

能有细菌释放入血$予再次抽血培养%由于该患者化

疗后抵抗力低$昨日使用头孢呋辛钠抗感染后无明显

好转$医生考虑可能存在耐药菌感染$提交特殊使用

级抗菌药物会诊$予升级为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

泰能

加强抗感染%经加强抗感染后$

1

月
!$

日开始无发

热$体温正常%

1

月
!"

日送检的血培养结果显示为产

单核细胞李斯特菌%

1

月
!)

日$由于患者免疫力极

低$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后予加用静脉人免疫球蛋白提

高免疫力$现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

泰能抗感染后体

温正常$且一般情况良好$提示抗感染有效$继续监测

体温$继续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

泰能抗感染治疗$复

查血培养$未培养出细菌%患者体温控制正常
&;

后

停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

泰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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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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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

日送检该患者血培养需氧和厌氧

培养$置于梅里埃
&W

血培养仪检测%

1

月
!$

日血培

养需氧和厌氧瓶均报阳性%立即将培养物转种血平

板#巧克力琼脂平板和麦康凯平板后置于生化培养箱

内培养$同时抽取血培养瓶内容物直接涂片$革兰染

色镜检$发现大量革兰阳性杆菌$又做抗酸染色为抗

酸染色阴性%培养
"$5

后$血平板上生长较小#圆形#

光滑而有狭窄
'

溶血环的菌落$触酶试验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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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阳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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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为产单

核细 胞 李 斯 特 菌$鉴 定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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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血培养报阳后直接革兰染色$油镜下细菌形态$为革兰

阳性杆菌*

I

表示培养
!'

!

"$5

的纯培养细菌革兰染色$油镜下细菌

形态$为革兰阳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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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培养
!'

!

"$5

的纯培养细菌抗酸染色$

油镜下细菌形态$为抗酸染色阴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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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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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形

态$血平板上生长较小#圆形#光滑而有狭窄
'

溶血环的菌落

图
!

""

油镜和血培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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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单核细胞李斯特菌是一种重要的食源性致病

菌$可从各种动物中分离到$如哺乳类#鸟类#鱼类和

甲壳类等%该菌分布广泛$有大量机会进入人类食品

的生产环节$且该菌在
$ j

环境下有一定的繁殖能

力$因此$被认为是人类的食品污染菌%从血液#脑脊

液或其他无菌部位标本分离到产单核李斯特菌可诊

断为李斯特菌病%一般人群李斯特菌病发病率低$罹

患李斯特菌病的高危人群包括患有基础疾病者(如骨

髓增生障碍#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癌症#肝脏疾

病#器官移植患者)#妊娠妇女及年龄大于
)%

岁的

老人%

李斯特菌主要通过小肠上皮细胞入侵$其潜伏期

为
&;

至
&

个月&

$

'

$若免疫功能不能将该菌清除$便可

引发血流感染和相应疾病%本个案报道患者为乳腺

癌化疗后$无明确进食不洁食物$但在化疗后的第
!

天出现腹痛伴有腹部绞痛的症状并伴有低热$后经易

蒙停#颠茄片等对症处理$症状有所缓解%化疗后的

第
.

天出现高热#畏寒等症状$随后血培养出产单核

细胞李斯特菌$考虑可能与化疗后胃肠道黏膜受损且

免疫功能低下有关%

该患者的发病经过与王珊等&

1

'报道的肺癌患者

化疗后出现李斯特菌败血症的发病经过有类似之处$

但是没有出现脑部的体征$血常规等指标不一样$也

没有单核细胞增高$说明该菌所致血流感染的临床表

现及检验指标没有特异性$唯有通过细菌培养阳性才

能确诊%因此$早期诊断该菌$及时有效控制该菌的

感染显得尤为重要%

该菌为人畜共患感染菌$且感染后出现败血症$

病死率高%血流感染病死率可高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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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该患

者抗感染治疗过程中$临床先使用头孢呋辛治疗$但

治疗无效$患者病情加重$临床考虑可能为耐药菌感

染$经提交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会诊改用亚胺培南西

司他丁钠
/

泰能抗感染治疗$之后感染得到控制%后经

血培养确诊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病(败血症)%

该菌对头孢类抗菌药物天然耐药$对青霉素类#碳青

霉烯类等敏感%临床治疗该菌的首选治疗方式是青

霉素或氨苄西林或联合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体外

试验表明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能够提高青霉素对李

斯特菌的杀菌能力%早期研究发现$产单核细菌李斯

特菌细胞膜上至少存在
1

种青霉素结合蛋白$它们对

阿莫西林#亚胺青霉素等有较强的结合力$而与头孢

噻肟#头孢噻吩的结合力却很低$这种差异有助于解

释产单核细胞李斯特菌对某些
'

/

内酰胺药物存在天

然耐药性%本次病原学的结果延迟于临床治疗$临床

及时改换了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

泰能$病情得到

控制%

对于肿瘤患者化疗后$感染任何潜在的#隐匿的

或常见病原体的风险都较高%因此$对于这类高危患

者$及早开始适当的抗菌治疗将有利于感染的控制$

这也需要微生物检验工作者努力提高自身水平$及时

快速准确检出和鉴定病原菌$向临床提供治疗和用药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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