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条件 ,整个分析过程也是简便易行的 ,一般的单位都

可以采用。预计今后 ,氯霉素残留检测技术将主要

是在这两个方面上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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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相关弧菌的分类及鉴定进展 (综述)

周洪彦 　梁 　冬

(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多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致病性弧菌的研究。

《伯杰氏系统细菌学手册》(19841 九版) 自问世以

来 ,有许多过去没能认定的致病性弧菌有所证实及

归属。致病性弧菌的种类也由过去的几种增加到

30 多个种。为便于基层专业人员的日常工作 ,现将

国内外部分相关研究做一综述。

1 　弧菌的分类变化　从医学细菌的鉴定需要出发 ,

弧菌科包括弧菌属、气单胞菌属与邻单胞菌属。它

们的共同特征是 :革兰氏阴性杆菌、需氧及兼性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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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有运动性、接触酶阳性、氧化酶阳性、发酵分解

糖 ,所有菌种大部分还原硝酸盐。[1 ]

这群细菌的特征相似 ,分类不断发生变化。贝

内克菌属与射光杆菌名称现已废止 ,将它们移入弧

菌属。而发光杆菌属仍然保留。弧菌属中的鳗鱼弧

菌和美人鱼弧菌移入了李斯特氏菌属 ,1986 年获得

公认 ,但不久美人鱼李斯特氏菌又移入发光杆菌

属中。

气单胞菌属的分类研究很不充分 ,对鲑致病的

气单胞菌与其它单胞菌不同 ,无动力 ,在 5 ℃生长 ,

37 ℃不生长 ,能发酵葡萄糖产生少量气体 ,因此曾提

出归入坏死气单胞菌属 ,但提案现未能通过 ,至今仍

称为杀鲑气单胞菌。

邻单胞菌属的定义十分明确 ,属内的菌种是单

一的。大多数类志贺邻单胞菌属与宋内氏志贺氏菌

Ⅰ型诊断血清发生凝集 ,可能在遗传学上同肠杆菌

科的关系比气单胞菌和弧菌更密切。基于 DNA 的

碱性排列不同 ,有人重新将气单胞菌从弧菌科分开 ,

另设气单胞菌科。在该菌科中 ,包括弧菌属 ,发光杆

菌属 ,也包括李斯特氏菌属及第瓦氏菌属。后者无

致病性 ,一部分菌种从前包括在丛胞菌属中。[2 ,3 ]

尽管对一些菌属的归属仍有争议 ,但从细菌学

检验的目的考虑 ,在日常工作中应将弧菌属、气单胞

菌属及邻单胞菌属加以区别。

2 　弧菌属的鉴定　至 1994 年属内有效发表的种已

有 34 个 ,目前还在增加 ,但多数菌种尚未从临床分

离到。它们生长时需要 Nacl ,其浓度因菌种性状而

异。霍乱弧菌、梅氏弧菌、拟态弧菌、河弧菌、少女鱼

弧菌及鲑鱼李斯特氏菌中的部分菌株可在最适浓度

以下及无盐胨水中生长。但解藻朊酸弧菌与副溶血

性弧菌等好盐性海洋菌种都能耐受 6 %～8 %的氯

化钠浓度。精氨酸阳性的弧菌与气单胞菌鉴别可根

据对氯化钠的要求不同。通常认为 ,霍乱弧菌或与

海产品相关的海水细菌中的副溶血性弧菌能引起肠

道感染 ,而其它许多弧菌菌种是引发散发腹泻的原

因或是眼、耳与创伤感染的相关感染病原菌。[4 ]

从食物及大便分离霍乱弧菌及其它弧菌 ,要同

时作直接分离培养和增菌培养 ,已知作为肠道病原

菌的所有弧菌都可以在 TCBS 上生长 ,它是国内外

都公认的首选培养基 ,在此种培养基上 37 ℃培养 24

h 后 ,将生长中等大小黄色菌落转种于普通琼脂 ,确

认是纯培养后 ,再作霍乱 O1 血清凝集试验与氧化酶

反应 ,但需进一步接种生化特征定属和定种。来自

食物中毒相关的海产品及有关环境标本中分离的菌

株 ,具有分散或游动生长倾向的大黄色菌落可能是

解藻朊酸弧菌 ,该菌具有嗜盐性 ,是一种分解几丁质

的盐水细菌。在 TCBS 琼脂上出现绿色菌落的大部

分是副溶血性弧菌。[2 ,4 ]

分离培养弧菌 ,可先用 1 %Nacl 胨水增菌 ,然后

尽可能在早期从胨水表面将生长物种于 TCBS 琼脂

或其它选择性琼脂培养基。但从食品及环境标本分

离副溶血性弧菌时 ,应当使用多粘菌素氯化钠肉汤

之类的选择性培养。从大便以及其它临床标本分离

弧菌比较容易 ,因为菌种都能在血琼脂或其它非选

择性培养基上生长。[2～4 ]

3 　弧菌之间以及类似菌属与菌种间的鉴别 　见附

表 1。

初步推测性鉴定 ,弧菌是发酵葡萄糖不产生气

体 ,具有运动性的革兰氏阴性杆菌 ,对 0Π129 敏感。

除了不典型的梅氏弧菌之外氧化酶均阳性。所有弧

菌的 DNA G+ C mol %为 38 %～51 %。大部分为单

极毛。但有些特征在日常检验中几乎不明显。因此

有必要进行 0 - F、V - P 及糖发酵试验 ,精氨酸、赖

氨酸及鸟氨酸试验 ,硝酸盐还原试验以及耐盐性等

检查。

在霍乱弧菌分类上具有类似生化学特征及共同

的 H抗原 ,遗传学上也具有密切关系的 O1 群和 O139

群为霍乱的病原菌。到目前为止 ,对霍乱毒素的性

状已进行了许多研究 ,已确定其遗传基因。检验

DNA 探针已被开发研制 ,并用于毒素原性菌株的快

速筛选。其它血清型大多数不产生霍乱毒素 ,非流

行地区的 O1 株 ,特别是来自环境的菌株通常不具有

霍乱毒素基因 ,称之为非 O1 群霍乱弧菌。[5 ]

表 1 　弧菌属、气单胞菌属、邻单胞的鉴定

霍乱

弧菌

河弧

菌

梅氏

弧菌

霍氏

弧菌

气单

胞菌

杀鲑气

单胞菌

类志贺

邻单胞菌
37 ℃生长 + + + + + - +

动力 + + + + d - +

氧化酶 + + - + + + +

硝酸盐还原 + + - + + + +

精氨酸 - + + - + + +

赖氨酸 + d d - d d +

鸟氨酸 d - - - - - +

葡萄糖产气 - d - - d wΠ- -

抵抗

0Π129 10vg d d - d + + d

0Π129 50vg - - - d + d d

9 %Nacl 生长 d d d - + + +

6 %Nacl 生长 d d + + - - -

　　非 O1 群霍乱弧菌分布在世界各含盐河口附近

的水域 ,这些环境的菌株几乎都不产生霍乱毒素 ,不

致于成为腹泻的病原菌。但毒素原性菌株却能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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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于水域中。非 O1 群霍乱弧菌有时可从散发的

腹泻病例分离到 ,在霍乱流地区以及从温热带地方

归国的病人中 ,分离率比 O1 株高许多倍 ,在我国已

有非 O1 群霍乱弧菌引起肠炎的报道。[6 ,7 ]

根据霍乱弧菌“O”抗原不同 ,用血清学方法将

其分为 6 个“O”抗原群 ,认为 O1 群是真正的霍乱病

原菌。阪崎等将其分成 83 个血清群 ,其中 O1 群是

霍乱病原菌 ,其它菌称为非霍乱弧菌或非 O1 群霍乱

弧菌。1984 年岛田等将霍乱弧菌分为 155 个“O”血

清群 ,其中 O1 群和 O139群为霍乱病原菌。O1 群的两

个生物型含有共同的群特异抗原成分 A ,同时它们

有不同型的特异性抗原成分 B 和 C ,所以两个生物

型可分成 3 种血清型 :小川型、稻叶型和彦岛型。由

于后者容易发生血清型变异而成为稻叶或小川型 ,

故又称之为不稳定型。[12 ]

副溶血性弧菌和解藻朊酸弧菌是 2 个生物型不

相同的耐盐性弧菌 ,是世界各国的温热沿海水域分

布的细菌 ,感染此菌与食用不熟的鱼贝类有关 ,日本

由此菌引起的食物中毒较多。从病人分离的菌株神

奈川现象多为阳性 ,而从环境及鱼贝类分离者多数

为阴性。近年来在国内外均有解藻朊酸弧菌的报

导。[8 ]

拟态弧菌与霍乱弧菌具有共同的 H 抗原。原

来认定它是霍乱弧菌的一个蔗糖阴性变异株 ,后经

DNA 杂交等一系列研究定为一个新种。它常常从

食用鱼贝类引起散发腹泻的患者分离到 ,其肠道毒

素原性与非 O1 群霍乱弧菌以及由该菌引起的腹泻

及食物中毒国内外已有报导。[9 ]

河流弧菌过去曾称为 F 群或“CDCEF”6 群 ,它

是一种嗜盐性弧菌。分为 Ⅰ(不产气) 及 Ⅱ(产气) 2

个生物型 ,生物型 Ⅱ后来通过 DNA 杂交等定为一个

新种 —弗尼斯弧菌。不产气生物型的沙弧菌分布在

世界各地的河、海水中 ,对肠道致病性的研究正在进

行中 ,致病机制尚未阐明。[10 ]

弗尼斯弧菌与河弧菌的形态相近。很少从腹泻

病分离到。它与河弧菌的鉴别点是糖类产气。不久

前发现 ,使用羊血琼脂从大便分离嗜盐性的霍乱弧

菌时 ,因在 TCBS 琼脂及 Maeconkey 琼脂等肠道致病

菌用的选择性培养基上不生长 ,有可能将它漏掉 ,致

使对其病原性研究有所忽视。解藻朊酸弧菌 ,梅氏

弧菌一类的菌种很少从大便中分离到 ,同时与腹泻

的关系尚未明了。[11 ]

除了哈氏弧菌 ,需纳弧菌和鳗弧菌以外的嗜盐

性菌种均在创伤感染表面分离到。创伤弧菌是一种

“乳糖阳性弧菌”,它是创伤感染或败血症的一种病

原菌 ,发酵水阳素熊果苷。1986 年新发现的辛辛那

提弧菌最初从脑膜炎病人的血液和脑脊液中分离

到 ,与此相类似的细菌目前已从动物大便中分离

到。[11 ]

4 　弧菌及近似菌的鉴定 　弧菌及近似菌的研究进

展如上所述 ,其鉴定方法即利用 TCBS 琼脂平板上

的菌落形态结合耐盐试验等简易推断鉴定。这个程

序已经在各级检测部门及临床化验室应用。

编码鉴定已推广应用 ,如法国梅立埃公司生产

的 API —20E生化系列鉴定培养基进行编码鉴定 ,可

以对致病性弧菌及近似菌在短时间内作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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