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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旬阳县棕溪镇中心卫生院网络直报腹

泻患者５８例，经调查均为中学学生，县疾控中心随即进行调查

采样，采取学校自备水源水１份，粪便８份，典型黏液血便２

份，各样品同送县疾控中心实验室进行病原菌分离和鉴定，共

分离到福氏志贺菌４ａ感染２例。随即采集学校自备水源水１

份，送市疾控中心确认，证实该次群体腹泻为福氏志贺菌Ⅳ型

感染。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结合实验室检测，明确此次事

件为细菌性饮水中毒。现将实验室检验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采集　采集腹泻中学生可疑样品粪便８份，其中２

份典型黏液血便，其余６份均不典型，学校自备水池水１份。

标本均由本单位专业人员采取，立即送回单位实验室检验。

１．２　采样体征　患者重症者体温３８℃以上，症状以腹泻、腹

痛、里急后重、黏液血便。

１．３　检测试剂

１．３．１　培养基　ＧＮ增菌培养基，ＥＭＢ平板、ＳＳ琼脂平板、

ＷＳ琼脂平板。

１．３．２　生化试剂　双糖铁半固体斜面１％甘露醇蛋白胨水培

养基肠道菌生化管，肠道菌标准鉴定血清。

１．４　检测方法　均遵照无菌操作程序。参照《微生物学及检

验技术》。

１．４．１　标本接种　挑取粪便黏液血便及可疑粪便，分别接种

于ＧＮ增菌液中，水样标本吸取样品２５ｍＬ接种于２２５ｍＬ

ＧＮ增菌液中，两样本增菌液置３７℃６ｈ。

１．４．２　观察接种　挑取ＧＮ增菌液轻微浑浊液各一环，分别

画线接种于ＥＭＢ平板，ＳＳ琼脂平板，置３７℃２４ｈ粪便标本

在ＥＭＢ平板上为紫黑色有金属光泽的菌落，在ＳＳ琼脂平板

上呈现出无色半透明的小菌落布满平板，学校的水标本在

ＥＭＢ平板上有紫黑色的菌落，在ＳＳ琼脂平板上有无色半透明

扁平较小的菌落，镇上采集的水标本在ＥＭＢ平板上有淡红色

菌落，在ＳＳ琼脂平板上有红色菌落。

１．４．３　生化反应　挑取ＳＳ琼脂平板上无色，半透明，２ｍｍ，

扁平的细小的单个菌落转种于双糖铁斜面，甘露醇培养基，生

化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各生化管试验结果

项目 结果 项目 结果

葡萄糖 ＋ 动力 －

乳糖 － ＩＭＶＩＣ －＋－－

甘露醇 ＋ 双糖铁 －＋－－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ＩＭＶＩＣ指用来测定菌的生理特征

的４个实验：吲哚试验、甲基红试验、Ｖ．Ｐ试验、柠檬酸试验。双糖铁试

验包括乳糖、葡萄糖、动力、硫化氢试验。

１．４．４　血清学鉴定　挑取双糖铁斜面的菌落用生理盐水做成

菌悬液，用灭菌接种环挑取与标准鉴定血清等量混合，结果与

志贺多价诊断血清凝集，与福氏志贺菌多价诊断血清凝集，与

福氏志贺菌血清Ⅳ型凝集。市疾控中心对样品进行复检结果

相同。

２　结　　果

根据该腹泻症状体征及实验室病原学鉴定结果显示，本次

腹泻由福氏志贺菌４ａ感染所致。

３　讨　　论

福氏志贺菌特点：有两种抗原，即型抗原和群抗原，型抗原

只存在同型的菌株中，群抗原有多种，存在福氏志贺菌的各型

中通常均可与福氏志贺菌多价诊断血清发生凝集。一般是通

过饮食经口传染，引起细菌性痢疾，有毒力较强的内毒素，作用

于肠壁，使通透性增加，从而更促进了毒素的吸收［１８］。继而作

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统，引起临床上一系列的毒血症

症状，尤其是直肠括约肌最为明显，出现了腹痛、腹泻、里急后

重等症状。

秋季气温变化，久旱必雨涝，由于天气干燥多日遭遇日久

连雨，积淀杂物细菌混入地表水流入学校自备水池，学校对自

备水源水重视不够未加氯消毒。感染学生均为高一入学新生，

卫生常识差，饭后洗碗在合格的集镇供水处人多拥挤的情况

下，擅自使用学校自备水源洗碗，进行洗漱等活动而发生病菌

感染。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场所，应做好学校卫生工作，

加强卫生管理和卫生监测，切断传染途径，加强对食品、饮食的

管理，引导学生重视卫生常识，加强学生健康教育，禁止饮用生

水和不安全用水，严禁食用过期变质不合格食品，注意安全饮

食和餐饮卫生。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严防病从口入

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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