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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是引起人畜共患病的常见致病菌% 猪

霍乱沙门氏菌为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重要病原

菌$属沙门菌属的 &群$国内较少报道% 为进一步

了解小儿猪霍乱沙门氏菌感染的临床特点$提高对

本病的认识$现将我院近年来收治的临床诊断为猪

霍乱沙门氏菌败血症 "! 例临床资料总结如下%

$H临床资料

$6$H一般资料

我科于 "##V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收治猪霍

乱沙门氏菌败血症患儿 "! 例$其中男 !Q 例$女 =

例$男p女为 "p!% 发病年龄 V 个月至 !" 岁$平均年

龄 !=6J 月$其中 O! 岁 !V 例$! a" 岁 V 例$婴幼儿

为主% 来自南通市区 ! 例$其他均来自南通郊县农

村% 发病年份&"##V 年 ; 例$"##; 年 < 例$"##= 年 =

例% 发病季节&主要集中在 <*$*!# 月$其中 < 月 =

例$$ 月 ; 例$!# 月 = 例$!! 月 ! 例%

$6!H临床表现

本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均以发热入院$热程 J

a!Q 1$热型不规则(LJ< aJ$6<i)% 伴咳嗽 = 例$

腹泻 Q 例$惊厥 J 例$皮疹 " 例$肝*脾肿大 ! 例$多

脏器功能障碍 " 例%

$6&H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增高 !# 例$最高 "#6! j!#

$

cK$降低 J

例$最低 !6V j!#

$

cK$正常 < 例#血红蛋白降低 V 例$

最低 <Q YcK#血小板减少 Q 例$最低 ;6= j!#

$

cK%

检测血沉 !V 例$< 例增高$最快 Q# ..c'$检测&反

应蛋白(&>0)!< 例$!V 例增高$占 <JU$其中最高

! 例达 !"" .YcK% 肝功能 HKL增高 V 例$最高

J"Q PcK%&̀ MdG增高 ! 例% " 例异型淋巴细胞增

高R!#U% 肥达氏反应测定 !" 例$均为阴性% 降钙

素原(0&L)检测 < 例$有 V 例明显升高% 胸片示支

气管炎 " 例$肺炎 " 例% 血培养均检出猪霍乱沙门

氏菌% ! 例骨髓培养为阳性%

$6SH细菌学检查及药敏试验

患儿于入院当天抽血进行细菌培养$使用美国

G8公司生产的 $!"# 血培养仪及儿童树脂培养瓶$

均检出猪霍乱沙门氏菌%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G(+d-3(-T )̂产品 HLGĝ/3-AA(+) 细菌鉴定仪进行

菌株鉴定$鉴定板条为 32/(1 C8J" EL>g0% 药敏试

验采用 M̀G法(纸片扩散法)$全部标本对奈啶酸*

氨苄西林*复方磺胺甲恶唑均耐药$对头孢噻肟*头

孢他定*环丙沙星*亚胺培南均敏感% V 例对氯霉素

敏感%

$6%H治疗与转归

患儿在入院时给予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二代

头孢或三代头孢抗感染$诊断明确后全部改用敏感

抗菌素治疗$其中 !# 例为单一使用抗生素$另 !! 例

为联合使用% 同时给予对症支持治疗$"! 例患儿均

治愈出院$病情无反复%

!H讨论

沙门氏菌是一类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对人类和

动物具有极大危害的革兰阴性肠道致病菌% 沙门氏

菌属于肠杆菌科沙门菌族$菌型繁多% 目前全世界

已分离出 " V"J 个血清型!!"

$我国仅发现 "## 余

个!""

% 张燕等!J"报道我国已检出 "$" 个不同的血

清型% 沙门氏菌无芽胞$无荚膜$多数细菌有周身鞭

毛和菌毛$有动力$喜湿耐寒不耐热!Q"

% 在普通培

养基中易生长繁殖% 对外界的抵抗力较强$在水*乳

类及肉类食物中能生存数月% 加热 ;#i J# .() 可

灭活$VU石炭酸或 !pV##升汞于 V .() 内即可将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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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灭% 近年来伤寒与副伤寒发病率已有明显下降$

而一些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则有上升趋势!Q$V"

% 传

播途径有&

"

食物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 进食被病

菌污染而未煮透的食品可引起感染#

#

空气传播#

$

接触传播$如医院内通过被污染的医疗用具*工作

人员的手及公共用具等引起院内交叉感染#

%

水源

传播% 沙门氏菌有毒性较强的内毒素$有些菌株还

能产生肠毒素$同时具有一定侵袭力$可侵入小肠粘

膜上皮细胞引起感染% 沙门氏菌属感染临床上可分

为胃肠炎型或食物中毒型*败血症(伤寒型)型和局

部感染型!Q"

J 型% 沙门氏菌感染是我国引起细菌性

食物中毒的首位原因!;"

%

猪霍乱沙门氏菌为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重要

病原菌 !="

% 猪霍乱沙门氏菌感染国内报道较少%

本组猪霍乱沙门氏菌感染患儿发病年龄以婴幼儿为

主$平均年龄 !=6J 月$台湾报道 JJ 例$平均年龄为

J 岁!<"

% 发病季节以夏秋季 <*$*!# 三个月较为多

见$与文献报道相符!Q$$"

% 绝大部分来自农村$ 可能

与农村卫生设施*卫生习惯较差有关% 病例散在分

布$无家庭聚集性发病现象% 患儿的密切接触者均

无发病% 根据其起病情况*发病年龄(以婴幼儿为

主)*入院时间(主要为夏秋季)和临床表现$结合沙

门氏菌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我们考虑本组患儿发

病可能为食入该菌污染食品所致% 本病临床表现复

杂多样$发热为最常见的临床表现!<"

$本组患儿除

发热外$累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神经系统$甚至

引起多脏器功能障碍% 从实验室检查结果来看$本

病多数表现为白细胞增高$少数为白细胞降低#&>0

作为急性时相蛋白可用于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识别$

本组&反应蛋白水平增高 !V 例$占 <JU$其中最高

达 !"" .YcK% 药敏结果显示$本菌对奈啶酸*氨苄

西林和复方磺胺甲恶唑耐药$对头孢噻肟*头孢他

定*环丙沙星和亚胺培南敏感% 由于喹诺酮药物潜

在不良反应及多重耐药$抗生素的选择以三代头孢

为主$预后良好$与文献报道相符!<"

%

根据以上的资料分析显示$猪霍乱沙门氏菌败

血症有如下临床特点&

"

好发于婴幼儿$男性多

见$发病季节以夏秋季 <*$*!# 月为主#

#

临床表现

复杂多样$以发热起病$发热时间长$ 呼吸道症状多

见$可伴随消化道及神经系统症状$少数可引起多脏

器功能障碍#

$

实验室检查白细胞数增高$少数减

少$ &>0增高$ 肥达氏反应阴性#

%

血培养细菌对

三代头孢*亚胺培南敏感% 以三代头孢抗感染治疗

预后良好$死亡率低!<$!#"

%

沙门氏菌是人畜共患病的常见致病菌$广泛存

在于自然界$家养和野生动物的肠腔中均可查出沙

门氏菌$为本病的主要贮存宿主% 本地区以前从未

发现猪霍乱沙门氏菌感染病例$应引起高度重视$加

强防范$感染者是否会继续增加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因此应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和

食物加工管理$改善居住*生活条件$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特别是婴幼儿喂养时$应对奶瓶*餐具严格

消毒$对肉*禽*乳*蛋类的处理*加工*贮存应严防污

染$切断传播途径$以防止疾病传播% 发现不明原因

发热应及时做病原学检查以利明确诊断$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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