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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样芽孢杆菌( bacillus cereus) 是革兰阳性需氧

产芽孢杆菌，一种广泛分布于土壤、水、空气、饲料、
食品和环境中产芽孢杆菌。该菌为条件致病菌，容

易污染食物 和 饲 料，也 可 引 起 牛 乳 房 炎、子 宫 内 膜

炎，但还未见马感染该菌的报道。
2015 年 5 月，北京市某马术俱乐部赛马皮肤下

有直径 2 ～ 3 cm 大小的脓肿结节。结节逐渐增大，

突起于皮肤 表 面，变 成 脓 肿，然 后 破 溃 流 出 黄 白 色

或淡红色脓液，逐渐形成溃疡。溃疡高于皮肤表面

如蘑菇状或 周 围 突 起 中 间 凹 陷，易 于 出 血，不 易 愈

合。溃疡不断地分泌出脓性分泌物，使病灶附近的

毛粘结成痂皮，检测内容和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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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病料来源 (1) 脓汁:对没有破溃脓包皮肤用碘

酊和 75%医用消毒酒精消毒，用无菌注射器吸取或用

消毒棉签蘸取脓汁，放入营养肉汤培养基中;(2)血液:

前腔静脉无菌 采 集 静 脉 血 5mL，注 入 血 液 增 菌 培 养

基中。
1． 2 细菌分离培养、生化鉴定 营养肉汤和血液培

养基 37℃ 厌氧和需氧培养 48h 增菌;将脓汁样本涂

抹于新鲜血液和巧克力琼脂培养基培养;用革兰染

色镜检，观察细菌形态，多次分离纯化，得到纯化细

菌
［1］。接种各种糖发酵培养基进行糖发酵试验，吲

哚试验、甲基红试验、V-P 试验、触酶试验、硫化氢试

验，淀粉水解试验、D-阿拉伯糖试验、青霉素抑制试

验、观察生化反应特性
［2］。

1． 3 细 菌 16S rDNA 的 检 测 取 分 离 到 细 菌 的

DNA 作为模板，用细菌菌种鉴定通用引物 (7F:5’-
CAGAGTTTGATCCTGGCT-3’，1540Ｒ: 5’-AGGAG-
GTGATCCAGCCGCA-3 ’; 27F: 5 ’-AGTTTGATC-
MTGGCTCAG-3’，1492Ｒ:5’-GGTTA-CCTTGTTACGACTT-

3’)进行 PCＲ 扩增。扩增产物送上海生工生物工程

技术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进 行 测 序。测 序 结 果 提 交 Gen-
Bank，并与其他芽孢杆菌进行比对，确定 16S 基因型。

2 结果与分析

2． 1 细菌培养特征 经鲜血琼脂培养基和巧克力

琼脂培养 基 生 长 良 好。菌 落 浅 灰 色，毛 玻 璃 状，伴

有草绿色 溶 血 和 透 明 溶 血 环。在 鲜 血 琼 脂 培 养 基

上呈明显 β 型溶血( 见中插彩版图 1A)。菌体两端

钝圆，单个或长链状排列，无荚膜，有鞭毛，能运动。
芽孢呈 椭 圆 形，位 于 中 央 或 近 端。革 兰 染 色 呈 阳

性，可形成芽孢( 见中插彩版图 1B)。
2． 2 细菌 16S rDNA 分析 芽孢杆菌群成员有 13
个基因型，根据 16 S rDNA 序列差异性分析，确定该

菌株 16 S rDNA 序列(GenBank 登录号为 JX294967)

为蜡样芽孢杆菌群( 见图 2)。
2． 3 生化特性、药敏试验 该菌株能发酵葡萄糖、
蔗糖和麦 芽 糖，不 发 酵 乳 糖、木 糖、甘 露 醇 和 果 胶

糖。过氧 化 氢 酶 试 验、甲 基 红 试 验 (M． Ｒ． ) 和 乙 酰

甲基甲醇试验 (V-P) 为 阳 性，吲 哚 试 验 和 硫 化 氢 试

验为阴 性。青 霉 素 抑 菌 试 验 阴 性，在 高 浓 度 处 生

长，排除炭疽杆菌
［3］。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头孢菌

素耐药;对克林霉素、红霉素、磺胺类药物敏感。分

离菌生化特性符合蜡样芽孢杆菌

3 讨论

3． 1 通过 病 原 检 测，可 以 判 定 为 蜡 样 芽 孢 杆 菌 感

染，引起皮肤 产 生 脓 疱，破 溃 导 致 出 现 的 淋 巴 脉 管

炎。病马由皮肤伤口感染，经淋巴及血液循环引起

全身菌血症。通过文献检索，该菌是人医骨科创伤

感染的常见 菌，导 致 创 面 均 有 红 肿、渗 出 和 脓 性 分

泌物。与本病例症状相符，但是在国内在马上没有

报道，需引起临床兽医注意。
3． 2 马传染性脉管炎是由伪皮疽组织胞浆菌引发

的疾病，是真菌感染性疾病。通过涂片镜检及培养

结果为阴性。应用大剂量抗生素克林霉素治疗，伤

口处涂抹磺胺粉，经 15 d 治疗后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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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舌头 病”是 一 种 发 生 在 肉 鸭、番 鸭，以 鸭 喙

粗短，鸭舌外露，生长受阻，骨骼易断等特征为主的

疾病。该病 2013 年首先在江苏的 丰 县、沛 县 发 现，

2014 年发病范围扩大到山东的临沂等地，2015 年山

东、河南、江苏、安徽等肉鸭养殖密集区域大面积发

生，给肉鸭养殖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经流行病学调

查，病原检测 和 血 清 学 检 测 证 实，“大 舌 头 病”是 由

鸭细小病毒变异株引起的。

1 流行特点

1． 1 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多发生于 10 -25 日龄。主

要发生在樱桃谷肉鸭和商品番鸭，樱桃谷种鸭和商

品蛋鸭发病较少。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

西等省份养鸭密集的区域均有发病，个别区域如山

东临沂发病率较高。
1． 2 该病一旦在某个鸭场发生，往往会批批发病，

发病率呈增加趋势，从首次发病的 0． 5% ，逐渐增加

到 10% 以上。并且向周围的养殖场传播。
1． 3 发病率与病原污染程度、管理水平、鸭舍卫生、
细菌继发并发感染和饲料霉变等因素有密切相关。
管理水平低( 如不空栏、不消毒、密度大、温度低、湿

度大、通风不良等) 和卫生条件差的鸭场发病率高。
地面平养比网上养殖的发病率高。
1． 4 病鸭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该病死亡率低，但

残鸭率极高。从开始发病到出栏，病鸭可达 10% 以

上。料肉比差，屠 宰 废 弃 率 高 达 60% 以 上，经 济 损

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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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16S rＲNA 基因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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