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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腹泻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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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来自河南省部分地区的腹泻病（死）鸡进行病原确诊及了解病原对药物的敏感性，恰

当采集动物病料进行细菌常规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结果共鉴定出５株鸡白痢沙门氏菌和１７株

鸡源志贺氏菌。分离的志贺氏菌中，痢疾Ⅰ型５株，痢疾Ⅱ型３株，鲍氏多价１株，福氏多价１株，

其余７株尚未定型。每株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对试验鸡的致病性不同，沙门氏菌发病率为４０％～

８０％，死亡率为１０％～２０％；志贺氏菌发病率为３０％～１００％，死亡率为０～９０％。药敏试验结果

显示：５株 鸡 白 痢 沙 门 氏 菌 对 阿 莫 西 林、氨 苄 西 林、环 丙 沙 星、诺 氟 沙 星、氧 氟 沙 星 的 耐 药 率 均 为

８０％（４／５），对罗红霉素、甲氧苄啶和四环素的耐药率高达１００％（５／５）；但对头孢唑啉、头孢曲松、

阿奇霉素、庆大霉素、阿米卡星较为敏感，敏感率分别为８０％（４／５）、８０％（４／５）、８０％（４／５）、１００％
（５／５）、１００％（５／５）。多数 志 贺 氏 菌 对 四 环 素、甲 氧 苄 啶、罗 红 霉 素 耐 药，耐 药 率 分 别 为８２．３５％
（１４／１７）、８８．２４％（１５／１７）、１００％（１７／１７）；而对头孢唑啉、头孢曲松、阿米卡星较为敏感，敏感率分

别为８８．２４％（１５／１７）、９４．１２％（１６／１７）、９４．１２％（１６／１７）。由此可见，在临床上可选取庆大霉素、

头孢曲松和阿米卡星作为防治鸡腹泻病的首选药物。

关键词：鸡；腹泻；志贺氏菌；沙门氏菌；分离鉴定；药敏试验

中图分类号：Ｓ８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３２６８（２０１２）０４－０１４８－０６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ｕ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ＩＡＯ　Ｙｉｎ－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Ｄａ－ｗｅｉ，ＸＵ　Ｌａｎ－ｊｕ＊，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ＹＯＵ　Ｘｉａｏ－ｎａｎ，ＬＩ　Ｋｅ－ｙｕ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ｒｕ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ｉｖｅ　ｐｕｌｌｏｒｕｍ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ｅ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　ｓｈｉｇｅｌｌａｅ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Ｉｎ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ｇｅｌｌａｅ，ｆｉｖ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Ｓ．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ｉａｅ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Ⅰ，ｔｈｒｅ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Ｓ．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ｉａｅ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Ⅱ，ｏｎｅ　ｗａｓ　Ｓ．ｆｌｅｘｎｅｒｒｉ，ｏｎｅ　ｗａｓ
Ｓ．ｂｏｙｄｉｉ，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ｃａｎ’ｔ　ｂ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Ｅｖｅｒｙ　ｓｔｒａｉｎ　ｈａｓ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Ｆｏｒ　ｐｕｌｌｏｒｕｍ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ｅ，ｔｈｅ　ｍｏｒ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ｆｒｏｍ　４０％ｔｏ　８０％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１０％ｔｏ　２０％．Ｆｏｒ　ｓｈｉｇｅｌｌａｅ，ｔｈｅ　ｍｏｒ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ｆｒｏｍ　３０％ｔｏ　１０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０ｔｏ　９０％．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ｐｕｌｌｏｒｕｍ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ｅ　ｔｏ　ａｍｏｘｉｃｉｌｌｉｎ，ａｍｐｉｃｉｌｌｉｎ，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ｎｏｒ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ａｎｄ　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河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４１（４）：１４８－１５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８０％ａｎｄ　ｔｏ　ｒｏｘ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ｉｄ，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ｐｒｉｍ，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１００％．Ｂｕ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８０％ｔｏ　ｃｅｆａｚｏｌｉｎ，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１００％ｔｏ　ｇｅｎｔａｍｙｃｉｎ　ａｎｄ　ａｍｉｋａｃｉｎ．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ｇｅｌｌａｅ　ｗｅｒｅ　８２．３５％ｔｏ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８８．２４％ｔｏ　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ｐｒｉｍ，１００％ｔｏ　ｒｏｘ－
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ａｒｅ　８８．２４％ｔｏ　ｃｅｆａｚｏｌｉｎ，９４．１２％ｔｏ　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ｍｉｋａ－
ｃ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ｇｅｎｔａｍｙｃｉｎ，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ｍｉｋａｃｉ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ｒｕｇ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ｃｋｅｎ；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Ｓｈｉｇｅｌｌａｅ；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
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鸡志贺氏菌病是由志贺氏菌引起的一种新发传

染病，病鸡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腹泻、痢疾，主要剖检

病变为肠道出血和炎症［１－２］。鸡沙门 氏 菌 病 可 垂 直

传播，也 可 水 平 传 播，传 染 源 主 要 是 病 鸡 和 带 菌

鸡［３－５］。虽然国内外已有许多相关报道，但由于生产

上的种种原因，该病的发生依然非常严重。尤其是

由于该病和沙门氏菌病在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上极

为相似，给该病的诊断造成很大困难。目前国内外

许多报道指出［６］，该病原菌产生了严重的耐药性，给
有效防治该病造成很大困难。为了对上述２种细菌

病进行病原诊断和有效防治，进行了鸡源志贺氏菌

和沙门氏菌的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研究。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病料来源

河南周口、驻马店、新郑等地具有腹泻症状的病

（死）鸡的心、肝、脾、肺、肾、小肠及其肠内容物。

１．２　培养基和主要试剂

培养基：营养肉汤（批号２０１００１０８）、ＳＳ琼脂培

养 基 （批 号 ０９０１０４）、营 养 琼 脂 培 养 基 （批 号

２０１００１０８）、西蒙氏枸橼酸盐琼脂（批号０９０４２９）、三

糖铁琼脂（批 号０９０５１１）均 购 自 杭 州 天 和 微 生 物 试

剂有限公司，按照说明方法配制。葡萄糖、乳糖、麦

芽糖、甘露糖、蔗糖、尿素等细菌微量生化管为杭州

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生产，均在有效期内；刚果

红（批号２００２０３０５）。

主要试剂：革兰氏染液按常规方法配制。

１．３　试验雏鸡及其分组

１日龄海兰 商 品 代 蛋 公 雏 鸡，购 自 郑 州 牧 业 工

程高等专科学校孵化场。按正常饲养标准隔离饲养

至３日龄，外 观 正 常。分２批 进 行 动 物 试 验。第１
批１９０只，随机分为１９个小组，每组１０只，其中试

验组分１７个组，对照组分为空白对照和灭菌肉汤对

照共２个 组，进 行 志 贺 氏 菌 动 物 试 验。第２批７０
只，随机分为７个小组，每组１０只，其中试验组５个

组，对照组分为空白对照和灭菌肉汤对照共２个组。

１．４　志贺氏菌和鸡白痢沙门氏菌诊断血清

志贺氏菌属多价血清：志贺氏菌属４种多价血

清（包 括 痢 疾 志 贺 氏 菌Ⅰ型、Ⅱ型，福 氏 志 贺 氏 菌

Ⅰ－Ⅵ型及Ｘ、Ｙ变 种，宋 内 氏 志 贺 氏 菌１相 和２
相），鲍氏志贺氏菌１－５型多价血清、鲍氏志贺氏菌

６－１０型多价血清、鲍氏志贺氏菌１１－１４型多价血

清，痢疾志贺氏菌１－４型多价血清、痢疾志贺氏菌

５－８型多 价 血 清、痢 疾 志 贺 氏 菌９－１２型 多 价 血

清，福氏志贺氏菌多价血清（包括Ⅰ－Ⅵ型 及Ｘ、Ｙ
变种）；单价血清：痢疾志贺氏菌１型、２型，福 氏 志

贺氏菌Ⅰ－Ⅵ型，群３、４，群６及群７，宋内氏志贺氏

菌１相、２相。以上血清批号均为２０１００５０１，均购自

宁波天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鸡白痢阳性血清（批

号２００９０３）、鸡白痢阴性血清（批号２００９０２）、鸡白痢

鸡伤寒多价 染 色 抗 原（批 号２００９０２）均 购 自 中 国 兽

医药品监察所。

１．５　药敏纸片

阿莫 西 林 （ＡＭＸ，１０μｇ／片）、氨 苄／舒 巴 坦

（ＡＭ／ＳＵ，１０μｇ／片）、头孢唑啉（ＣＺ，３０μｇ／片）、头

孢曲松（ＣＲＯ，３０μｇ／片）、庆 大 霉 素 （ＧＭ，１０μｇ／

片）、阿米卡星（ＡＮ，３０μｇ／片）、四环素（ＴＥ，３０μｇ／

片）、米诺环素（ＭＮＯ，３０μｇ／片）、罗 红 霉 素（ＲＯＸ，

１５μｇ／片）、阿奇霉素（ＡＺＩ，１５μｇ／片）、磺胺甲恶唑／

甲氧苄啶（ＳＸＴ，每片２３．７５μｇ／１．２５μｇ）、环丙沙星

（ＣＩＰ，５μｇ／片）、诺 氟 沙 星（ＮＯＲ，１０μｇ／片）、氧 氟

沙星（ＯＦＬ，５μｇ／片），共１４种 药 敏 纸 片，均 购 自 北

京天坛药物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１．６　细菌分离培养及抹片染色镜检

分 别 将 采 集 的 不 同 病 料 在 无 菌 条 件 下 接 种 于

１％葡萄糖肉 汤 培 养 基 中 增 菌 培 养１８～２４ｈ，之 后

钓取肉汤培养物，于ＳＳ琼脂培养基上划线培养，以

观察菌落。

对可疑菌落进行细菌抹片和革兰氏染色、镜检，

观察细菌形态与染色特性。

１．７　生化试验

将可疑单菌落分别接种于１％葡萄糖肉汤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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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４ｈ，然后分别接种于葡萄糖、乳糖、麦芽糖、甘
露糖、蔗糖、尿素等微量生化管中，３７℃下培养７ｄ，
每２４ｈ记 录１次 结 果。ＭＲ试 验、吲 哚 试 验、Ｖ－Ｐ
试验、三糖铁试验、明胶液化试验和枸橼酸盐利用试

验的方法均按文献［７］配制。

１．８　血清型鉴定

１．８．１　抗原的制备　将常规分离鉴定为志贺氏菌

和沙门氏菌的不同纯培养物，分别接种于营养肉汤

中，３７℃下培养２４ｈ；经１２１～１２６℃２ｈ处理，破坏

细菌的Ｋ抗原；之后用０．５％石炭酸生理盐水洗涤，
以４　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２０ｍｉｎ，弃 上 清；然 后 加 入 适 量

０．５％的石炭酸生理盐水吹打混匀，使抗原含量调整

至４０亿个／ｍＬ，最后按１ｍＬ抗原液加入６０μＬ的碱

性美兰进行染色，即为凝集抗原。４℃下保存备用。

１．８．２　平板凝集试验　采用玻板方阵凝集法［８］，分
别用志贺氏菌多价血清、单因子血清、鸡白痢阳性血

清与不同抗原进行凝集反应，并设抗原与阳性血清

对照，３７℃下２～３ｍｉｎ内判定 结 果。若 出 现 明 显

凝集者为“阳性”反应，均匀混浊者为“阴性”反应。

１．９　动物攻毒试验

雏鸡３日龄时用培养２４ｈ的菌液进行攻毒。第

１批雏鸡用志贺氏菌攻毒，菌落计数按文献［９］进行。

１７个攻毒组分别用１７个不同的分离菌株对雏鸡进

行腹腔注射，０．５ｍＬ／只（约０．８×１０９　ｃｆｕ／ｍＬ），肉汤

对照组腹腔注射灭菌肉汤０．５ｍＬ／只，空白对照组不

做任何处理。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隔离饲养，注射后

每２ｈ观察记录各组鸡只的表现，并对发病死亡的鸡

只及时进行剖检，在攻毒７ｄ时对存活鸡全部进行剖

检。剖检后观察记录病变结果，同时采集病料进行病

原菌回收试验。最后根据各组鸡的病死数和剖检病

变程度确定分离菌株的致病性。
第２批雏鸡用鸡白痢沙门氏菌攻毒，０．５ｍＬ／只

（约０．８×１０９　ｃｆｕ／ｍＬ），分组及攻毒方法同上。

１．１０　药敏试验

采用Ｋ－Ｂ纸片扩散法，试验方法及结果判定标

准按美国临床检验标准委员会（ＮＣＣＬＳ）标准［１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细菌培养特性及形态染色结果

分离菌在ＳＳ琼脂平板上形成无色半透明或无

色中央有黑点、中等大小、边缘整齐、低隆起的菌落，
革兰氏染色为阴性中等大小杆菌。

２．２　生化试验结果

１７株分离菌多数发酵葡萄糖、麦芽糖、甘露糖、
蔗糖，枸橼酸盐、明胶试验阴性，不产生 Ｈ２Ｓ，ＭＲ阳

性，ＶＰ阴性；均不 分 解 尿 素。８株 分 离 株 多 数 发 酵

葡萄糖、麦 芽 糖、甘 露 糖；不 发 酵 蔗 糖；枸 橼 酸 盐 阳

性；ＭＲ全部阳性，ＶＰ全部阴性，均不利用尿素。结

果详见表１、表２。
根据上述细菌分离培养、形态染色和生化特性，

１７株分离菌判定为鸡源志贺氏菌，８株分离菌判定

为鸡源沙门氏菌。

表１　１７株志贺氏菌的生化特性

菌株编号 菌株名称 葡萄糖 乳糖 麦芽糖 甘露糖 蔗糖 尿素 ＴＳＩ 枸橼酸盐 明胶 ＭＲ　 ＶＰ 吲哚

ＺＫ０１ ＺＫ２－１
脾ＳＳ

＋ － ＋ ⊕ ＋ － Ｋ（Ａ）／Ａ
＋；－

－ － ＋ － －

ＺＫ０２ ＺＫ２－２
肝ＳＳ２

＋ － ⊕ ⊕ ＋ － Ｋ／Ｋ
－；－

－ － ＋ － －

ＺＫ０３ ＺＫ２－２
肝ＳＳ３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Ｋ０４ ＺＫ２－２
肺ＳＳ２

＋ － ⊕ ⊕ － － Ｋ（Ａ）／Ａ
＋；－

－ － － － －

ＺＫ０５ ＺＫ２－２
肺ＳＳ３

＋ － ⊕ ⊕ － － Ｋ／Ｋ
－；－

－ － － － －

ＺＫ０６ ＺＫ３－１
脾ＳＳ

⊕ ⊕ ⊕ ＋ － － Ｋ／Ｋ
＋；－

－ － ＋ － －

ＺＫ０７ ＺＫ３－１
肾ＳＳ１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Ｋ０８ ＺＫ３－１
肾ＳＳ３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ＭＤ０１ ＺＭＤ１－１
脾ＳＳ３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ＭＤ０２ ＺＭＤ１－１
肺ＳＳ２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ＭＤ０３ ＺＭＤ１－１
肾ＳＳ２

＋ － ⊕ ⊕ － － Ｋ／Ａ
＋；＋

－ － ＋ － －

ＫＦ０１ ＫＦ１－１
肺ＳＳ２

＋ － ＋ ＋ － － Ｋ（Ａ）／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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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１７株志贺氏菌的生化特性

菌株编号 菌株名称 葡萄糖 乳糖 麦芽糖 甘露糖 蔗糖 尿素 ＴＳＩ 枸橼酸盐 明胶 ＭＲ　 ＶＰ 吲哚

ＺＺ０１ ＺＺ１－１
肺ＳＳ１

＋ ＋ ⊕ ⊕ ＋ － Ｋ（Ａ）／Ａ
＋；－

－ － 弱＋ － ＋

ＺＺ０２ ＺＺ１－１
肾ＳＳ１

＋ ＋ ⊕ ⊕ － － Ｋ（Ａ）／Ｋ
＋；－

－ ＋ － ＋ ＋

ＺＺ０３ ＺＺ１－１
肺ＳＳ３

＋ 弱＋ ⊕ ⊕ － － Ｋ／Ａ
＋；－

－ － 弱＋ － ＋

ＺＺ０４ ＺＺ１－１
肺ＳＳ２

＋ ＋ ＋ ＋ － － Ｋ（Ａ）／Ａ
＋；－

－ － － － ＋

ＣＧ０１ ＣＧ１－１
肝ＳＳ４

＋ － － ⊕ － － Ｋ／Ｋ
－；－

－ － － － －

　注：“ＺＫ２－１脾ＳＳ”代表分离菌株来自周口地区第２个鸡场第１只鸡的脾脏；“⊕”代表产酸产气；“＋ ”代表阳性；“－”代表阴性。ＴＳＩ
（三糖铁培养基）上反应情况：斜面／底层 ，Ａ＝产酸（黄色），Ｋ＝产碱（红色），“＋”代表阳性；“－”代表阴性，下表同。

表２　８株沙门氏菌的生化特性

菌株编号 菌株名称 葡萄糖 乳糖 麦芽糖 甘露糖 蔗糖 尿素 ＴＳＩ 枸橼酸盐 明胶 ＭＲ　 ＶＰ 吲哚

ＺＫ０１ ＺＫ２－１
肾ＳＳ１

⊕ ⊕ ＋ ⊕ ＋ － Ｋ（Ａ）／Ａ
＋；－

－ － ＋ － －

ＺＫ０２ ＺＫ２－２
肺ＳＳ２

⊕ － ⊕ ⊕ － － Ｋ（Ａ）／Ａ
＋；－

＋ － － － －

ＺＫ０３ ＺＫ４－１
脾ＳＳ２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ＭＤ０１ ＺＭＤ１－１
肝ＳＳ１

＋ － ＋ ⊕ － － Ｋ／Ｋ
＋；－

＋ － ＋ － －

ＺＭＤ０２ ＺＭＤ１－１
肝ＳＳ３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ＭＤ０３ ＺＭＤ１－１
肾ＳＳ３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ＭＤ０４ ＺＭＤ１－１
心ＳＳ３

＋ － ＋ ⊕ － － Ｋ／Ａ
＋；－

＋ － ＋ － －

ＺＭＤ０５ ＺＭＤ１－１
肝ＳＳ１

＋ － ＋ ⊕ － － Ｋ／Ｋ
＋；－

－ － ＋ － －

２．３　血清学试验结果

对来自周口、驻马店、新郑等地区分离出的鸡源

志贺氏菌进行血清学试验，共鉴定出痢疾志贺氏菌

８株，占４７．０６％（８／１７），其中痢疾Ⅰ型５株，痢疾Ⅱ
型３株；福氏志贺氏菌１株，占５．８８％（１／１７）；鲍氏

志贺氏菌１株，占５．８８％（１／１７）；还 有７株 仅 与 志

贺氏菌４种 多 价 血 清 凝 集，尚 未 鉴 定 出 血 清 型，占

４１．１８％（７／１７）；同时，用鸡白痢阳性血清与沙门氏

菌菌株进行血清学试验，共鉴定出５株鸡白痢沙门

氏菌。

２．４　动物攻毒试验结果

志贺氏菌攻毒后５ｈ雏鸡开始发病，８ｈ开始死

亡。发病鸡精神沉郁、食欲减退、出现腹泻现象，重

者出现血痢。对死鸡进行剖检，可见肝脏肿大出血、

脾脏出血，肾肿大，肠壁变薄，有出血斑。灭菌肉汤

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雏鸡，肉眼观察未见病变。各

试验组发病率为３０％～１００％，死亡率为０～９０％。

沙门氏菌攻毒后９ｈ雏鸡开始发病，１２ｈ开始死亡。

发病鸡精神沉郁、嗜睡、腹泻。对病死鸡进行剖检，

可见肝脏表面有白色坏死点，肝脏肿大，肠道出血。

肉汤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无死亡，剖检各脏器也无

病变。鸡白痢 沙 门 氏 菌 各 试 验 组 发 病 率 为４０％～
８０％，死亡率为１０％～２０％。从试验动物体内均分

离到原接种菌株。结果详见表３、表４。

表３　１７株志贺氏菌对雏鸡的致病性 ％　

菌株编号 发病率 死亡率

ＺＫ０１　 ５０（５／１０） ３０（３／１０）

ＺＫ０２　 ４０（４／１０） ０（０／１０）

ＺＫ０３　 ４０（４／１０） ３０（３／１０）

ＺＫ０４　 ３０（３／１０） １０（１／１０）

ＺＫ０５　 １００（１０／１０） ９０（９／１０）

ＺＫ０６　 ４０（４／１０） ２０（２／１０）

ＺＫ０７　 ４０（４／１０） １０（１／１０）

ＺＫ０８　 ６０（６／１０） ２０（２／１０）

ＺＭＤ０１　 ７０（７／１０） １０（１／１０）

ＺＭＤ０２　 １００（１０／１０） ２０（２／１０）

ＺＭＤ０３　 ４０（４／１０） １０（１／１０）

ＫＦ０１　 ９０（９／１０） ３０（３／１０）

ＺＺ０１　 ３０（３／１０） １０（１／１０）

ＺＺ０２　 ８０（８／１０） ６０（６／１０）

ＺＺ０３　 ４０（４／１０） ２０（２／１０）

ＺＺ０４　 ３０（３／１０） １０（１／１０）

ＣＧ０１　 ４０（４／１０） １０（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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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５株鸡白痢沙门氏菌对雏鸡的致病性 ％　

菌株编号 发病率 死亡率

ＺＫ０１　 ５０（５／１０） ２０（２／１０）

ＺＫ０３　 ７０（（７／１０） ２０（２／１０）

ＺＭＤ０１　 ４０（４／１０） １０（１／１０）

ＺＭＤ０２　 ８０（８／１０） ２０（２／１０）

ＺＭＤ０３　 ６０（６／１０） ２０（２／１０）

２．５　药敏试验结果

鸡源志贺氏菌、鸡白痢沙门氏菌分离株对１４种

抗生素的药敏试验结果详见表５、表６。从表５中可

以看出，多数志贺氏菌分离株对四环素、甲氧苄啶、
罗红 霉 素 耐 药，耐 药 率 分 别 为８２．３５％（１４／１７）、

８８．２４％（１５／１７）、１００％（１７／１７）；而 对 头 孢 唑 啉、头

孢曲松、阿 米 卡 星 较 为 敏 感，敏 感 率 分 别 为８８．２４

（１５／１７）、９４．１２％（１６／１７）、９４．１２％（１６／１７）。从 表

６可以看出，鸡白痢沙门氏菌分离株的耐药现象 比

较严重。５株分离株对阿莫西林、氨苄西林、环丙沙

星、诺 氟 沙 星、氧 氟 沙 星 的 耐 药 率 分 别 为 ８０％
（４／５），对罗红霉素、甲氧苄啶和四环素的耐药率高

达１００％（５／５）；但 对 头 孢 唑 啉、头 孢 曲 松、阿 奇 霉

素、庆 大 霉 素、阿 米 卡 星 较 为 敏 感，敏 感 率 分 别 为

８０％（４／５）、８０％（４／５）、８０％（４／５）、１００％（５／５）、

１００％（５／５）。此外，每株细菌对１４种抗生素的耐药

情况不同，各株菌对药物耐药率在５．８８％（１／１７）～
７０．５９％（１２／１７），出 现 ７ 重 以 上 耐 药 的 菌 株 占

４１．１８％（７／１７）；鸡白痢沙门氏菌对药物的耐药率在

２１．４３％（３／１４）～７１．４３％（１０／１４）。

表５　１７株志贺氏菌药敏试验结果

菌株
名称

阿莫
西林

氨苄／
舒巴坦

头孢
唑啉

头孢
曲松

罗红
霉素

庆大
霉素

阿米
卡星

米诺
霉素

阿奇
霉素

甲氧
苄啶

四环素
环丙
沙星

诺氟
沙星

氧氟
沙星

ＺＫ０１ Ｉ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Ｒ　 Ｒ　 Ｓ　 Ｓ　 Ｓ

ＺＫ０２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Ｉ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ＺＫ０３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Ｉ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ＺＫ０４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Ｉ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ＺＫ０５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Ｉ　 Ｓ　 Ｒ　 Ｒ　 Ｓ　 Ｓ　 Ｓ

ＺＫ０６ Ｉ Ｒ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Ｒ　 Ｒ　 Ｓ　 Ｓ　 Ｓ

ＺＫ０７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Ｓ　 Ｉ　 Ｓ　 Ｓ　 Ｓ

ＺＫ０８ Ｓ Ｓ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ＺＭＤ０１ Ｒ Ｒ　 Ｓ　 Ｓ　 Ｒ　 Ｒ　 Ｓ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ＺＭＤ０２ Ｒ Ｒ　 Ｓ　 Ｓ　 Ｒ　 Ｒ　 Ｓ　 Ｉ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ＺＭＤ０３ Ｒ Ｒ　 Ｓ　 Ｓ　 Ｒ　 Ｒ　 Ｓ　 Ｉ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ＫＦ０１ Ｒ Ｉ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Ｒ　 Ｒ　 Ｓ　 Ｓ　 Ｓ

ＺＺ０１ Ｒ Ｒ　 Ｓ　 Ｓ　 Ｒ　 Ｒ　 Ｓ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ＺＺ０２ Ｒ Ｉ　 Ｒ　 Ｓ　 Ｒ　 Ｒ　 Ｓ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ＺＺ０３ Ｓ Ｓ　 Ｓ　 Ｉ　 Ｒ　 Ｓ　 Ｓ　 Ｓ　 Ｒ　 Ｒ　 Ｓ　 Ｒ　 Ｓ　 Ｓ

ＺＺ０４ Ｒ Ｒ　 Ｉ　 Ｓ　 Ｒ　 Ｒ　 Ｓ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ＣＧ０１ Ｒ Ｒ　 Ｓ　 Ｓ　 Ｒ　 Ｒ　 Ｒ　 Ｓ　 Ｓ　 Ｒ　 Ｒ　 Ｒ　 Ｒ　 Ｉ

　注：Ｒ代表耐药，Ｉ代表中介，Ｓ代表敏感。下同。

表６　５株鸡白痢沙门氏菌药敏试验结果

菌株
名称

阿莫
西林

氨苄／
舒巴坦

头孢
唑啉

头孢
曲松

罗红
霉素

庆大
霉素

阿米
卡星

米诺
霉素

阿奇
霉素

甲氧
苄啶

四环素
环丙
沙星

诺氟
沙星

氧氟
沙星

ＺＫ０１ Ｓ Ｉ　 Ｓ　 Ｓ　 Ｒ　 Ｓ　 Ｓ　 Ｉ　 Ｓ　 Ｒ　 Ｒ　 Ｓ　 Ｓ　 Ｓ３

ＺＫ０３ Ｒ Ｒ　 Ｓ　 Ｓ　 Ｒ　 Ｓ　 Ｓ　 Ｉ　 Ｓ　 Ｒ　 Ｒ　 Ｒ　 Ｒ　 Ｒ８

ＺＭＤ０１ Ｒ Ｒ　 Ｓ　 Ｓ　 Ｒ　 Ｓ　 Ｓ　 Ｓ　 Ｓ　 Ｒ　 Ｒ　 Ｒ　 Ｒ　 Ｒ８

ＺＭＤ０２ Ｒ Ｒ　 Ｉ　 Ｒ　 Ｒ　 Ｓ　 Ｓ　 Ｉ　 Ｒ　 Ｒ　 Ｒ　 Ｒ　 Ｒ　 Ｒ１０

ＺＭＤ０３ Ｒ Ｒ　 Ｓ　 Ｓ　 Ｒ　 Ｓ　 Ｓ　 Ｉ　 Ｓ　 Ｒ　 Ｒ　 Ｒ　 Ｒ　 Ｒ８

３　结论与讨论

１）本研究从河南省多个地区采集腹泻鸡病料，
经细菌分离、抹片镜检、生化试验和血清学试验，共

鉴定出１７株志贺氏菌和８株沙门氏菌。志贺氏菌

包括８株痢疾志贺氏菌、１株福氏志贺氏菌和１株

鲍氏志贺氏菌，其余７株志贺氏菌仅与志贺氏菌４
种多价血清反应，而购买的确定型的血清有限，还没

有确定血清型。本次试验尚未分离到宋内氏志贺氏

菌，可能鸡对 宋 内 氏 志 贺 氏 菌 的 感 染 率 较 低。８株

２５１ 河南农业科学 第４１卷　



沙门氏菌与鸡白痢阳性血清反应，共鉴定出５株鸡

白痢沙门氏菌。可见，鸡白痢在沙门氏菌病中所占

比例较高。

２）药敏试验结果表明，鸡源志贺氏菌分离株和

鸡白痢沙门氏菌分离株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存在相类

似的情况：２种 分 离 菌 均 对 四 环 素、甲 氧 苄 啶、罗 红

霉素耐药性较为严重，而对头孢唑啉、头孢曲松、阿

米卡星较为敏感。这可能是由于２种分离株多同时

从一个鸡场分离到。细菌的耐药现象较为严重，这

与临床乱用抗菌药有关。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

用，使 得 细 菌 的 耐 药 性 越 来 越 快，耐 药 谱 越 来 越

广［１１－１４］。使用细菌敏感的药物治疗腹泻时，可以 起

到异病同治的效果。因此，建议临床治疗时要合理

用药，选择敏感药物进行治疗，避免盲目性，尽量减

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３）动物试验结果表明，多数分离菌株的致病性

较强。志 贺 氏 菌 各 试 验 组 发 病 率 为３０％～１００％，
死亡率为０～９０％，鸡 白 痢 沙 门 氏 菌 各 试 验 组 发 病

率为４０％～８０％，死亡 率 为１０％～２０％，攻 毒 鸡 表

现典型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变化。由于２种细菌

均能引起腹泻，临床上病理剖检上很难区分，给有效

防治带来巨大困难。鸡白痢可垂直传播，因此，在临

床上应该加强鸡白痢沙门氏菌病的检测，及时淘汰

阳性种鸡，净化鸡场。同时，可以对鸡群免疫优势血

清型的疫苗。

４）志贺氏菌的毒力大质粒极易丢失，尤其在其

传代后更易 丢 失［１５］。而 志 贺 氏 菌 毒 力 大 质 粒 上 含

有侵袭肠上皮细胞重要的蛋白质［１６－１７］，丢失后该菌

的致病性明显变弱。因此，一定要保存好含有毒力

质粒的菌株，对今后志贺氏菌侵袭鸡肠上皮细胞机

制的研究提供条件。同样，鸡沙门氏菌也含有毒力

质粒，该质粒丢失后，其致病性也随之下降［１８］。

５）沙门氏菌病在我国鸡场中有着长久的历史，

其危害贯穿 于 整 个 养 殖 周 期［１９］。但 一 直 以 来 人 们

一直关注禽流感、新城疫等病毒病，对沙门氏菌病的

防治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给养鸡行业造成严

重损失。因此，要重视对该病的防控，净化种鸡场，
实行全进全出制，注意消毒，发生该病时可通过药敏

试验选择药物，既省钱又避免滥用药物［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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