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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鸥型菌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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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证实%香港海鸥型菌自被发现以来%即

与社区获得性胃肠炎&旅行者腹泻有关%甚至可能是

近
!"

年来发现的首种可致严重胃肠炎的新病菌'

淡水鱼可能是香港海鸥型菌的主要储存宿主%进食

鱼类为其主要的感染途径'同时%亚洲&欧洲&非洲

及中美国家相继发现感染个案%提示病菌可能在全

球范围广泛分布'本文描述了香港海鸥型菌的生物

学及生化特性%并阐述其病原学&流行病学&实验室

诊断等方面的主要进展%展望其研究前景'

!""%

年%香港大学学者
V(:)

等!

%

"从一名
'*

岁

男性肝硬化患者的血液和胸腔积液中分离出
%

株细

菌%该菌革兰染色阴性%兼性厌氧%不产芽孢%经鉴定

为奈瑟菌科#

J:%'':;%$/:$:

$的一个新菌属%又因该细

菌首次发现地在我国香港%菌体在电子显微镜下呈海

鸥形状%故命名为香港海鸥型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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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分离到的菌株被命名为
7S1%

株'随

后%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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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年不仅在香港感染性腹泻患者粪

便样本中检出香港海鸥型菌%还在瑞士本土或该国前

往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腹泻患者粪样中发现该细

菌%并认为可能是感染性腹泻的潜在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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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地香港海鸥型菌流行病学研究现状

%.%

!

我国内地淡水产品香港海鸥型菌检出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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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定强!

)

"等首次在广东省部分淡水养殖鱼

类肠道中检出香港海鸥型菌%

%"

份样本中有
)

份阳

性'随后%

!""'

年%潘厚军!

*

"等报道在广东某市池

塘采集的
%!

尾草鱼肠道中有
'

尾分离到香港海鸥

型菌%阳性率为
*%.+(H

%同时对分离的细菌进行

%+<;>J?

基因序列分析%发现与
Q:)P$)T

中登录

的
*

株香港海鸥型菌序列的同源性为
&&.(H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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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

进!

'

"等对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和河北
'

个沿海省

份采集的淡水鱼&海鱼类产品进行了带菌情况调查%

结果表明%广东省淡水鱼的香港海鸥型菌检出率最

高%为
#.'!H

#

%'

+

%(+

$%其次为广西
).#&H

#

(

+

%#"

$%其他省份均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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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浙江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梅玲玲!

+

"等对浙江省内养殖和销

售的草鱼&鲤鱼&鲫鱼&小黄鱼等淡&海水鱼共计
)+&

份样品开展了香港海鸥型菌污染状况研究%并对分

离的香港海鸥型菌进行了耐药性检测%共检出香港

海鸥型菌
%#

株%阳性率为
*.##H

)其中鲤鱼阳性率

为
!'.""H

%草鱼阳性率为
%".!+H

%海水鱼以及其

他淡水鱼中未检出)分离出的香港海鸥型菌
%+<

;>J?

序列与
7S1%

株仅相差
%

"

!

个碱基%同源

性达
&&.+H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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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宋曼丹!

(

"等调查了广东省水产品中香港海

鸥型菌污染及分离株的耐药情况%

!!!

份水产品样

本检出
%'

株目标菌%阳性率为
+.(+H

%其中
%*

株

来自草鱼肠道%检出率
%(.!#H

#

%*

+

#%

$%鲤鱼

!.**H

#

%

+

*%

$%海水鱼中未检出'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沿海省份淡水鱼类产品中

存在香港海鸥型菌的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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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地香港海鸥型菌人群感染情况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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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淑华&倪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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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采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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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社区获得性胃肠炎患者的粪便样本进行检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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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到
%

株香港海鸥型菌%

%+<;>J?

基因序列同源

性测定结果显示%该菌株与
7S1%

同源性达

%""H

'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发病前无外

出旅游&无食用淡水鱼产品史'这项研究首次证实

在杭州社区获得性胃肠炎患者中分离出香港海鸥型

菌%也是我国内地首例病例报道%但是患者通过何种

途径感染%目前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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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关于香港海鸥型菌的流行病学研究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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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水产品中香港海鸥型菌的感染情况
!

为

了调查香港海鸥型菌在人们日常食用的动物性食物

中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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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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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香港开展了一项

调查研究(从香港的屠宰场和家禽养殖农场采集了

)'"

头猪和
#"

头牛的粪便标本)

*""

只鸡&

'"

只鸭

和
'"

只鹅的肛拭子标本)

+

种淡水鱼#大部分来源

于养殖场$

)+"

尾和从
%"

个零售市场采集的
+

种食

用海产鱼
)+"

尾%使用消毒棉签在鱼的中肠和后肠

部位采集标本'所有标本接种于头孢哌酮麦康凯琼

脂#

9F?

$培养基%

)(L

培育
*#,

'结果香港海鸥型

菌在淡水鱼中的检出率达到
!).#&H

#

#+

+

)+"

$%其

中草鱼
+".""H

#

)+

+

+"

$%鳙鱼
').))H

#

)!

+

+"

$%鲮

鱼
!'.""H

#

%'

+

+"

$%大嘴鲈鱼
'.""H

#

)

+

+"

$)在猪&

牛&鸡&鸭&鹅&中华鲈&罗非鱼和海产鱼中%均未分离

出香港海鸥型菌'研究者从而推断%淡水鱼类可能是

香港海鸥型菌的储存宿主之一%在香港海鸥型菌感染

的流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进食未煮熟的淡水鱼

类可能是感染香港海鸥型菌的重要途径之一'

为了解淡水中香港海鸥型菌的存在情况%

C$(

!

%%

"等对香港
%"

个淡水库进行了调查%其中
+

个

水库的淡水中分离出香港海鸥型菌%并且夏季&高水

温或自然环境温度较高时%可观察到更多和更明显

的菌落'该研究首次表明%香港海鸥型菌也可能存

在于自然水环境条件中%提示被该菌污染的淡水可

能是人群感染的来源之一'

同时%为了更进一步研究香港海鸥型菌的流行

特征和生态学情况%

C$(

!

%!

"等开展了一项监测性研

究%调查香港海鸥型菌分布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其在

淡水鱼不同部位及脏器中的分布情况'共采集草

鱼&大头鱼各
!"

尾整鱼标本以及
%!"

尾草鱼肠道标

本%结果表明该菌在淡水鱼中的分布与季节及气温

等有关%春夏季节明显高于秋冬季节%

)(L

为香港海

鸥型菌体外培养条件下的最适宜温度)淡水鱼的鱼

腮&胃肠道以及鱼皮表面等部位都有该细菌存在%其

他脏器未发现'研究者提出%为预防香港海鸥型菌

感染和其他淡水鱼相关传染病%在烹调淡水鱼时应

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尤其是鱼腮和肠道部位'

!.!

!

香港海鸥型菌与社区获得性胃肠炎的关

系
!

!""%

年%在
%

例酒精肝硬化患者的血液和胸腔

积液中首次分离出香港海鸥型菌#

7S1%

$'但是%

该细菌从何而来0 通过什么方式感染等问题都仍然

不清楚'

!"")

年%

W++

!

!

"等报道在香港和瑞士
+

名

腹泻患者粪便标本中分离到
+

株香港海鸥型菌%通

过对这
+

株菌的表型分析&透射电镜观察&

%+<

;>J?

基因序列测定以及基因分型%发现此
+

株分

离株属于香港海鸥型菌%与
7S1%

不同的是%此次

分离菌株都有鞭毛%具有运动性'因为在亚洲和欧

洲都发现该细菌%提示该菌可能不仅仅存在于局部

地区%其分布可能是全球性的'

!""*

年%

W++

!

%)

"等报道了一项多中心的病例对

照研究%该研究证实了香港海鸥型菌与社区获得性

胃肠炎及旅行者腹泻有关%并表明淡水鱼可能是香

港海鸥型菌的储存宿主'该研究选取入院前
*#,

腹泻次数
%

)

次+
@

的腹泻患者作为病例组%以无腹

泻且粪便标本收集前
!

周未使用抗菌药物的人群为

对照组)结果显示%

)(##

例社区获得性胃肠炎患者

中有
%(

例检出香港海鸥型菌)而对照组
%#&*

人

中%未检出香港海鸥型菌#

@/".""%

$'香港海鸥型

菌培养阳性的患者中%近期有旅游史者占
'#.#!H

#

%"

+

%(

$%而匹配对照组仅有
'.##H

#

!

+

)*

$%两者差

异有高度显著性#

@

#

".""%

$)进食过鱼类者占

&*.%!H

#

%+

+

%(

$%而对照组占
''.##H

#

%&

+

)*

$%差

异亦有显著性#

@/".""&

$)进食淡水鱼肉末者占

!&.*%H

#

'

+

%(

$%而对照组占
!.&*H

#

%

+

)*

$%差异有

显著性#

@/"."%!

$'

%"!

份淡水鱼肠道标本中%

!'

份培养出香港海鸥型菌)而
%)

份淡水鱼肉末标本中

!

份培养出香港海鸥型菌)其他动物性食物样本中

均未检出'感染香港海鸥型菌的人群均有腹泻症

状%约
#"H

呈水样便%

!"H

呈血样便)

)

+

*

有腹痛%

%

+

)

有呕吐症状'然而作者认为%香港海鸥型菌与社

区获得性胃肠炎之间的病因作用仍然不明确%要想

确定香港海鸥型菌和胃肠炎之间的病因联系以及传

播途径%需要进一步做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深入

的病原体&暴露致病因素寻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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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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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分离培养基
!

香港海鸥型菌是在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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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哌酮去氧胆酸盐琼脂培养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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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99B?

$上首次培养出来%

有氧环境下经过
*#,

培育后%菌株生长良好%但是

大部分菌落很小'经过进一步研究%

C$(

!

%*

"等发现

添加
)!

$

5

+

#C

的
9F?

是目前香港海鸥型菌选择

性分离培养最佳的培养基'比较麦康凯琼脂&

9F?

#

)!

$

5

+

#C

头孢哌酮$&

9F?"#

#

#

$

5

+

#C

头孢哌

酮$&

99B?

#

)!

$

5

+

#C

头孢哌酮$&

99B?"#

#

#

$

5

+

#C

头孢哌酮$

'

种不同培养基培育香港海鸥型菌和

抑制其他肠道菌的能力%采用血琼脂培养基作为对

照%结果显示
99B?

微需氧环境条件下的菌落计数

显著减少#

@

#

"."%

$%并且培养
*#,

后%菌落仍极

小%难以挑取'对于
*

种标准需氧肠道菌群的抑菌

能力%

9F?

&

9F?"#

&

99B?

和
99B?"#

培养基均

未见菌株生长'但对于从人群腹泻粪便样本中分离

的香港海鸥型菌而言%与
99B?

相比%

9F?

有更高

的分离率#

@

#

"."'

$'

).!

!

生物学特征及生化实验结果
!

香港海鸥型菌

是一种兼性厌氧&能运动&不产芽孢&革兰染色阴性&

<

形或海鸥形状的细菌%除
7S1%

株无鞭毛%不能

运动外%随后分离的其他菌株均有鞭毛%也许

7S1%

为一种非典型变异'该细菌能在羊血琼脂

培养基&巧克力培养基&麦康凯琼脂培养基和
99B?

上生长)为一种嗜温菌%在周围环境温度
!'L

"

*!L

下生长良好%但是
#

*L

或
"

**L

则不能生长)

可以在
%H

和
!H

的
J$9&

环境中生长%但不能在

"

)H J$9&

的环境中生长!

%

"

'

C$(

!

%!

"等
!""(

年报

道的香港海鸥型菌季节性分布以及其在淡水鱼器官

中分布的研究表明%

)(L

为该细菌最适宜生长温度'

香港海鸥型菌生化反应结果显示%氧化酶&过氧化氢

酶&尿素酶&精氨酸双水解酶等试验阳性%其他皆为

阴性%不能还原硝酸盐%不发酵或氧化糖类'

根据上述特征%可以基本认定分离的菌株为香

港海鸥型菌'倪晓平!

%'

"等认为
)

项简便的生化试

验%即氧化酶&触酶试验同时阳性且三糖铁反应为阴

性的菌株%其诊断为香港海鸥型菌的可能性极高%可

作为香港海鸥型菌的初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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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基因序列分析
!

自从聚合酶链反

应#

G9>

$和
BJ?

序列发现以来%细菌种间基因序

列比较已证实%

%+<;>J?

基因在种内或同属的种

间高度保守%因此可以作为细菌种属水平鉴定的金

标准%根据不同种间的碱基差别%可以构建种系进化

树!

%+$%(

"

'依据香港海鸥型菌
%+<;>J?

基因序列

测定分析结果%可以对其进行鉴定'

K

!

结语

香港海鸥型菌作为一种新发现的细菌%目前还

缺乏系统&详尽的研究资料'虽然研究表明香港海

鸥型菌主要分离自淡水鱼类%尤其是草鱼和鲤鱼%但

是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说%该菌从何而来%它的自然储

存宿主范围&与人类腹泻病的因果关系等都还不是

很明确!

%#

"

%尤其是后者'此外%该菌的病原学特征

以及诊断&致病机制&流行病学&预防控制措施等方

面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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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厂家生产的皱纹纸的色系较单调%

一般一个品牌的厂家只有
%

"

!

种色系'但如果我

们引进不同厂家&不同色系和不同规格的皱纹纸%将

有利于消毒供应中心工作的开展'我们现使用的皱

纹纸色系有绿&白&蓝
)

种颜色'根据消毒供应中心

无菌物品的种类和性质不同%我们分别用绿色皱纹

纸包装急救物品#如静脉切开包&气管切开包&切开

缝合包等$%蓝色皱纹纸包装常用物品#如成人腰椎

穿刺包&成人骨穿包&导尿包等$%白色皱纹纸包装儿

科物品#如小儿腰椎穿刺包&小儿骨穿包等$'由于

使用不同色系的皱纹纸对不同种类&性质的无菌物品

进行包装%实行了分类管理%从而方便工作人员区分

各类无菌物品%在取用无菌物品时可以更加方便&快

捷%且减少了接触无菌物品的次数%降低污染概率!

!

"

'

N

!

医用纸塑包装袋的色系管理

一次性吸痰管&导尿管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由于

其材质较硬%会给患者造成疼痛感%并且使用成本较

高%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从.一切为了患者/的服

务理念出发%本院使用的为可反复使用的橡胶类吸

痰管&导尿管%但两类橡胶管在外观上很相似%在发

放工作中易混淆'为了避免疏忽给临床工作带来的

不便%我们引进了不同厂家的两种不同颜色的医用

纸塑包装袋%用于工作中(采用绿色系列的医用纸塑

包装袋包装不同型号的导尿管)采用蓝色系列的医

用纸塑包装袋包装不同型号的吸痰管'通过色系管

理%降低了发放中的误差率%方便了临床的工作%受

到临床科室好评'

O

!

清洗筐的色系管理

消毒供应中心有来自手术室的各种不同专科的

手术器械%在清洗过程中如不加以区分则很容易混

淆%给工作带来不便'在清洗筐上悬挂不同颜色的

标识卡可减少工作环节中反复识别与确认的工作%

并可根据不同专科医疗器械的清洗要求进行不同的

清洗环节'例如选择色彩鲜明的红色标识卡用于各

类腔镜器械%提示工作人员其需要精心的清洗流程)

选择亮丽的黄色标识卡用于精密及锐利的器械%提

示工作人员小心操作)选择黑色标识卡用于特殊传

染病患者使用过的器械%警示工作人员应特别对待

此类器械等%我们一共选用某公司
!"

种不同颜色的

标识卡用于各类清洗筐的标识%提高了清洗质量%延

长了器械使用寿命%为医院节约了成本'

P

!

色系管理的优点

根据工作实践%总结色系管理的优点如下'#

%

$

简单&直接(通过肉眼可以直接进行辨别%减少了工

作量和工作时间)#

!

$方便管理工作(通过颜色的区

别%可以直观地判断工作方式的正确与否%不需要语

言的提示就可起到管理的作用)#

)

$提高了无菌物品

的质量(通过色系管理%可以减少对无菌物品触摸的

次数%减少了无菌物品污染的机会)#

*

$美化工作环

境%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丰富的颜色不仅在外

观上美观%还调节了消毒供应中心简单&枯燥的工作

氛围%使工作人员身心愉快地投入到工作中%有利于

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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