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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净水中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陈玉真 　陈 　敏 　林 　艺 　张 　明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 ,山东 　济南 　250014)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在常规检验过程中 ,发现某

厂纯净水在菌落计数的营养琼脂平板上出现未曾见

过的异常菌落 ,该菌落呈雪片状或花朵状 ,呈 5～8

个边不等的多边形 ,5 mm～7 mm 大小 ,中心圆形 ,有

与边数相等的轮状辐射线直达边缘中心 ,表面光滑

湿润 ,灰色带有浅绿色荧光 ,闻之有僵蚕味 ,革兰氏

染色为阴性短小杆菌 ,菌体中心染色稍浅。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菌落计数分离菌株。

18～20 g 昆明小鼠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动物

中心提供 ,批准文号 :京动许字第 99001 号 ,分 3 组

共 9 只。

112 　方法

参照《卫生防疫细菌检验》方法进行 ,应用 Bi2
olog 细菌鉴定系统鉴定。

2 　结果

211 　将分离菌株用BUGM 琼脂分纯培养 ,测定触酶

阳性、氧化酶阳性 ,应用 Biolog 细菌鉴定系统鉴定该

分离菌为铜绿假单胞菌 ( Pseudomonas , aeruginosa) ,

同时做生化对照鉴定 ,结果符合铜绿假单胞菌生化

反应 ,生化结果见表 1。

表 1 　铜绿假单胞菌鉴定生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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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小鼠毒力试验 　将分离菌接种 3 支营养肉汤

培养基 ,取小鼠 9 只 ,分成 3 组 ,每组 3 只 ,第 1 组直

接小鼠腹腔注射 1 支过夜培养物 ,另 2 支培养 48 h ,

3 000 r/ min两次离心后 ,取 1 支上清液给第二组小

鼠腹腔注射 ,取另 1 支上清液加热煮沸 10 min 后 ,给

第三组小鼠腹腔注射 ,观察 3 组小鼠反应情况 ,其毒

力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分离菌小鼠毒力试验结果观察

第一组 培养物直接腹腔注射 5 h 均死亡

第二组 培养物 2 次离心取上清液腹腔注射 24 h 均死亡

第三组
　

培养物 2 次离心取上清液加热煮沸
腹腔注射

48 h 观察均无死
亡

将死亡小鼠解剖 ,取心脏血直接划线接种营养

琼脂培养 ,分纯后应用上述方法进行二次鉴定 ,结

果 :第一组 3 只小鼠均分离到铜绿假单胞菌 ,与原始

菌相同。第二组 3 只小鼠 ,1 只未分离到细菌 ,另 2

只分离菌菌落形态、生化结果均与接种菌不同 ,二者

也互不相同 ,亦不符合其他假单胞菌的生化特性 ,故

未做进一步鉴定 ,这可能与两次离心 ,或解剖过程中

污染有关。

从表 2 可以看出 ,该组的直接死亡原因为细菌感

染 ,同时该细菌产生的一种不耐热的毒素也可引起小

鼠死亡 ,而且其感染性很强 ,5 h 即可致小鼠死亡。

3 　讨论

假单胞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某些种对人和

动物有致病性 ,本次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经过实验

证明有较强的致病性 ,不但呈感染型 ,而且还能产生

不耐热的毒素 ,该菌是从送检的纯净水中检出的 ,这

在以往的检验中从未出现过。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

样品检验当中 ,除了国标要求的检验项目外 ,如果出

现类似的异常情况 ,也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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