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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哈夫尼亚菌的生物学特性&方法
!

检测哈夫尼亚菌的一般特征'生物化学特性和血清学

特性&结果
!

该研究中的
)

株哈夫尼亚菌为革兰阴性小杆菌!氧化酶阴性!硝酸盐还原阳性!能够发酵葡萄糖产酸

产气!不分解乳糖'蔗糖等!不产生硫化氢!各菌株能分别与沙门菌或志贺菌多价血清发生凝集反应!在等渗盐水中

不发生自凝&结论
!

哈夫尼亚菌的生物化学特性复杂!主要特征稳定!但没有统一的系统反应模式$抗原结构也非

常复杂!部分类似于沙门菌!部分类似于志贺菌!部分类似于大肠埃希菌等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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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夫尼亚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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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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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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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哈夫尼亚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但

近十多年的临床观察发现#哈夫尼亚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条件

致病#在许多情况下能引起多种原发性疾病#如严重的腹泻+败

血症等)

"!#

*

,因此#在临床检验+致病性研究等方面对该菌应该

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各种文献报告以及自腹泻标本中分离

菌种的特性看#哈夫尼亚菌无论是生物化学特性还是抗原特

性#不同来源的菌株差别很大#仍然沿用2哈夫尼亚菌只有一个

种$两个生物群&3

)

$!)

*的概念#可能不便于实际工作#对此#进行

了一些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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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腹泻患者

的粪便,

$%/

!

分离培养与鉴定培养基及诊断血清
!

4O

增菌液+

X4

琼

脂+双糖铁琼脂+半固体琼脂+

3+̂#'0

试条及
RA8Q<5A<EK

,̂-4)3MR

$

J<5$%$

&鉴定系统#常规沙门菌+志贺菌诊断血

清等,

$%'

!

分离鉴定方法
!

按肠道致病菌检验方法进行分离培养和

鉴定,

/

!

结
!!

果

/%$

!

菌体形态特征
!

)

株菌均为革兰阴性小杆菌#能运动#无

荚膜#无芽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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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特性
!

菌株都能够发酵葡萄糖产酸产气$微量

气体#稍不注意就会匆略#有时甚至看不到气体&#

3+̂#'0

详

细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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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8Q<5A<EK,̂-4)3MR

$

J<5$%$

&系统鉴定结果
!

)

株菌

经系统鉴定#都定为蜂房哈夫尼亚菌#有关鉴定数据分析见

表
#

,

/%1

!

血清学特征
!

)

株菌在等渗盐水中都不发生自凝,

"

号

菌株能够与沙门菌
3!O

群多价血清+

TA

因子血清+

aD

因子血

清发生凝集反应%

#

号菌株能够与沙门菌
3!O

群多价血清凝

集%

$

号菌株能够与志贺菌属四种多价+福氏多价以及群因子
(

诊断血清凝集%

)

号菌株能够与志贺菌属四种多价+痢疾
*

型

因子血清发生强凝集反应,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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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哈夫尼亚菌生物化学试验结果

菌株
]2+/ 3.a P., ]., ,̂M

a

#

4

b-0 M.3 2̂. T+ /0P /Pb

" ` ` d d d ` ` ` ` d ` d

# ` ` d d d ` ` ` ` d ` d

$ d ` d ` ` ` ` ` ` d ` d

) ` ` d d d ` ` `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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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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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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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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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9%1

!

2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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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哈夫尼亚菌生物化学试验结果

菌株
/34 P3, 43, Q32 2̂] 4]- -a3 Q0P 3QX 3-3 ]c

2]

#

" d ` ` d ` ` d ` ` d ` d

# d ` ` d ` ` d ` d d ` d

$ d ` ` d ` d d ` ` d ` d

) d ` ` d ` ` d ` ` d ` d

!!

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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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乳糖苷酶&%

3.a

$精氨酸双水解酶&%

P.,

$赖氨酸脱羧酶&%

].,

$鸟氨酸脱羧酶&%

,̂M

$柠檬酸&%

a

#

4

$硫化氢&%

b-0

$尿素&%

M.3

$色氨酸&%

/0P

$明胶&%

/Pb

$葡萄糖&%

/34

$葡萄糖产气&%

P3,

$乳糖&%

43,

$蔗糖&%

Q32

$甘露醇&%

2̂]

$肌醇&%

4]-

$山梨醇&%

-a3

$鼠李

糖&%

Q0P

$密二糖&%

3QX

$苦杏仁苷&%

3-3

$阿拉伯糖&%

]c

$氧化酶&%

2]

#

$硝酸盐还原&,

d

表示阳性#

`

表示阴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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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8Q<5A<EK,̂-4)3MR

%

J<5$%$

&鉴定结果

菌株号
不符合试验

项目名称 检测结果 理论阳性率$

6

&

鉴定结果

为哈夫尼亚菌的概率$

6

& 可能是其他菌的概率$

6

&

"

$

!

半乳糖苷酶
` *& 77%1 '

#

$

!

半乳糖苷酶
` *& 77%7 '

苦杏仁苷
d #&

$

鸟氨酸脱羧酶
` 71 77%7 '

山梨醇
d "

)

$

!

半乳糖苷酶
` *& 7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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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从上述试验结果看#哈夫尼亚菌的生物化学试验结果非常

复杂#根本不是一个模式#这样的结果#同样也出现在文献

)

&!*

*的报道中,在
RA8Q<5A<EK,̂-4)3MR

$

J<5$%$

&系统中有

些项目的权重系数不是很大#如
T+

试验结果#现有理论认为

其阳性概率为
'%1&

)

&!(

*

#本试验检出的第
)

号菌株#

T+

试验结

果为阴性#但该鉴定系统并不认为其异常%又如柠檬酸可以阴

性#也可以阳性$过去认为阳性率为
"'6

)

&!(

*

&#对鉴别诊断的

作用不大%有些项目的权重系数比较大#如
$

!

半乳糖苷酶#虽然

理论阳性概率仅为
'%*&

)

&!(

*

$小于
T+

的
'%1&

&#但出现阴性结

果时#该系统就认为是异常,一些小概率的菌株#如本文中的

$

号菌山梨醇阳性#文献)

&

*中鼠李糖和阿拉伯糖同时阴性的

菌株也屡见报道#一方面说明流行菌株的变异#另一方面#也有

可能是过去的调查比较片面,

不仅有不同的生化型#而且血清学结果差别也非常显著#

本研究发现有类似沙门菌和类似志贺菌的抗原,邱琴香等)

&

*

报道了与出血性大肠埃希菌
]

"&*

有相同的抗原,张建平和燕

勇)

(

*报道了与侵袭性大肠埃希菌
]

"))

有相同的抗原#也曾有人

将蜂房哈夫尼亚菌划分为
$7

个
]

群
$(

种
a

抗原)

1

*

,过去#

将哈夫尼亚菌列为一个种两个生物群的主要依据是2原生生物

群3!动力!

d

%氰化钾!

d

%产气!

d

%阿拉伯糖!

d

%鼠李糖!

d

%

麦芽糖!

d

%甘油!

d

#2生物
"

群3的前述项目结果均为阴性)

7

*

#

而没有参照血清学结果,因此#作者认为#即使不考虑2种3的

重新划分#也应根据血清学上的巨大差别划为几个生物群或者

不同的血清型#如类沙门菌群+类志贺菌群+类大肠埃希菌群等

哈夫尼亚菌#而不用2原生生物群3和2生物
"

群3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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