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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效防治雏鹅大肠杆菌病，无菌采集疑似大肠杆菌病例雏鹅的肝、脾等组织，进行病

原菌的分离培养，经过培养特性、形态染色、生化特性以及致病性试验，鉴定为大肠杆菌。 选用 ７ 种

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进行药敏试验，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分离菌株对庆大霉素、阿莫西林、氧氟沙星、
头孢唑啉产生耐药性，对丁安卡娜高度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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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大肠杆菌病（ ｇｏｏｓｅ Ｅ． ｃｏｌ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ＥＤ）是

由致病性大肠杆菌所引起的局部或全身性感染的

细菌性疾病，各种年龄的鹅均可感染，感染率达 ５％
～３０％，病死率在 ９０％以上，主要危害产蛋鹅群和幼

龄鹅群。 产蛋鹅群发病常表现为拉灰白色稀粪，产
蛋率下降；剖检发现卵黄性腹膜炎病变；幼鹅发病

多成败血性传染，剖检病变主要表现为心包炎、肝
周炎和气囊炎等症状，严重的引起大量死亡［１］。 近

年来，雏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上升趋势，危害极

大，给养鹅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２］。 本研究结

果以期为临床中鹅大肠杆菌的预防和治疗以及制

备鹅大肠杆菌灭活苗提供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病料　 来源于黑龙江地区某鹅场专业户送

检 ３０ 日龄病鹅，临床表现为关节肿胀，跛行，排黄

白色稀粪，零星死亡，剖解有心包炎、肝周炎等病变

的鹅肝脏、脾。
１．１． ２ 　 试剂 　 尿素酶、ＶＰ、ＭＲ、吲哚、葡萄糖、乳
糖、麦芽糖、蔗糖、甘露醇、麦康凯、伊红美蓝琼脂培

养基等。 生化试剂购自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药敏片购自杭州滨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１．１．３　 试验动物　 ２０ 日龄小白鼠 １０ 只，体重 １８ ～
２０ ｇ，购自齐齐哈尔医学院；１０ 日龄左右雏鹅 １０ 只

由齐富区某养殖场提供。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病原分离培养　 取病死雏鹅的肝脏、脾脏，
接种于营养琼脂麦康凯和伊红美蓝琼脂平板上，
３７ ℃培养 ２４ ｈ，观察细菌的培养特性，并进行涂

片，革兰氏染色镜检，观察其形态。 再挑取单个典

型菌接种普通肉汤 ４ ℃保存。

１．２．２　 分离菌株鉴定　 镜检：将无菌采取的病料直

接触片，进行革兰氏染色，镜检。 生化试验：糖发酵

试验、尿素酶试验、ＶＰ 试验、ＭＲ 试验、吲哚试验。
１．２．３　 致病性试验　 小白鼠致病性试验：取健康小

白鼠 １０ 只，随机分成 ２ 组，每组 ５ 只，试验组分别

用鉴定的 ２４ ｈ 试验菌株静置肉汤培养物进行腹腔

注射， ０． １ｍＬ ／只 （ 大 肠 杆 菌 浓 度 为 ２． ５ × １０９

ＣＦＵ ／ ｍＬ），对照组注射相同剂量的灭菌生理盐水，
接种后观察，记录发病情况及死亡时间，并取接种

鼠的肝脏及心血进行病原的再分离。 雏鹅致病性

试验：分组和细菌准备同小白鼠，每只雏鹅皮下接

种上述细菌 ０． ３ ｍＬ （大肠杆菌浓度为 ２． ５ × １０９

ＣＦＵ ／ ｍＬ），对照组每只接种生理盐水 ０．３ ｍＬ，观察

细菌致病性方法同上。
１．２．４　 药敏试验　 将稀释好的菌液每个平板接种

０．１ ｍＬ，用灭菌玻璃棒涂匀整个平板表面，用无菌

镊子取各种药敏纸片贴于平板上，每个平板贴 ３～５
张纸片，相隔不少于 ３ ｃｍ，将上述平板置 ３７ ℃温箱

内，２４ ｈ 后观察结果并测量各纸片周围抑菌圈直

径［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培养特性　 在麦康凯琼脂培养基上均呈亮红

色、光滑湿润、边缘整齐的菌落；在普通琼脂培养基

上呈灰白色、圆形、整齐、隆起、光滑湿润的菌落。
２．２　 染色镜检 　 分离菌株革兰氏染色为阴性小杆

菌，两端钝圆，多单个存在，与大肠杆菌染色特性相符。
２．３　 生化试验鉴定 　 分离菌株能发酵乳糖，约半

数细菌不分解蔗糖，大多数菌株能发酵葡萄糖产酸

产气，发酵麦芽糖、甘露醇，吲哚试验为阳性，ＶＰ 试

验为阴性，尿素酶阴性，ＭＲ 试验阳性，与大肠杆菌

生化特性相符（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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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分离细菌生化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试验
ｔｅｓｔ

反应模式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试验
ｔｅｓｔ

反应模式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尿素酶 － 麦芽糖 ⊕

ＶＰ － 蔗糖 －

吲哚 ＋ 甘露醇 ⊕

葡萄糖 ⊕ ＭＲ ＋

乳糖 ⊕

　 “＋”表示阳性，“－”表示阴性，“⊕”表示产酸产气
　 ＂ ＋＂ ｍｅａｎ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 ｍｅａｎ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 ｍｅａｎｓ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ｄｕ⁃
ｃｉｎｇ ｇａｓ

２．４　 致病性试验结果

２．４．１　 小鼠致病性试验 　 小白鼠在细菌接种后

１２ ｈ左右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表现为精神沉

郁，腹围增大，４８ ｈ 内死亡 ２ 只，剖检死亡小白鼠发

现腹腔有黄色纤维素性渗出物，心外膜出血，肝肿

胀、发黑或出血。
２．４．２　 雏鹅致病性试验　 雏鹅接种后 １２ ｈ 全部开

始发病，出现腹泻症状，肝门周围有污秽物，４８ ｈ 内

全部死亡。 对死亡的雏鹅立即进行剖解，发现雏鹅

心包积液，腹腔有纤维素性渗出物；肝脏肿胀，有出

血点及出血斑，质地变脆；心包积液，心脏表面有出

血点；腺胃乳头出血；肠道充血，尤其是十二指肠更

严重。 从死亡小白鼠和雏鹅的肝脏和心血中，均分

离到了所接种的细菌；而对照组无异常表现。
２．５　 药敏试验结果　 对已鉴定出的大肠杆菌进行

药敏试验，结果见表 ２。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本次分

离鉴定出的大肠杆菌对丁安卡娜敏感性较高，多粘

菌素次之。
３　 讨论与小结

细菌的培养特性、形态学特征、生化试验证明，
从鹅场的病仔鹅中分离到的菌株为大肠杆菌，通过

动物试验，证明该菌具有致病性。 从药敏试验结果

可以看出，丁安卡娜、多粘菌素对该鹅场大肠杆菌

有效强的抑制作用，而该鹅场大肠杆菌对庆大霉

素、阿莫西林、氧氟沙星、头孢唑啉、红霉素这些临

床上常用药已经产生了耐药性，这为该病的预防和

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肠杆菌对抗菌素产生耐

表 ２　 分离菌株药敏试验结果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

抑菌圈直径 ／ ｍ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ｒｉｎｇ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ｍ）

结果判定
Ｒｅｓｕｌｔ

丁安卡娜 ２５ 高度敏感

多粘菌素 １６ 低度敏感

庆大霉素 ３ 无效

阿莫西林 ０ 无效

氧氟沙星 ０ 无效

头孢唑啉 ０ 无效

红霉素 ０ 无效

药性是随着临床药物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并能通

过耐药质粒的转移而使耐药菌株不断蔓延扩大，致
使一些鹅场从未使用过的某些药物也失去效用［４］，
因此，临床施药前必须进行药敏试验，从而提高治

疗效果，降低由施用无效药物所造成的鹅业经济损

失。
大肠杆菌是鹅肠道内的常在细菌，正常鹅体内

的大肠杆菌是潜在的致病性大肠杆菌，在正常情况

下，健康禽类具有完整的防御系统，足以抵抗大肠

杆菌甚至致病性菌株的自然感染。 当鹅的皮肤或

黏膜的防御屏障遭到破坏时，就很容易被感染。 凡

能引起机体抵抗力降低的各种因素，都可以诱发大

肠杆菌病。 因此，大肠杆菌病应以预防为主，加强

鹅场的饲养管理和饮水卫生，有发病史的鹅场，可
以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药敏试验结果选用相应的

疫苗［５］及药物预防本病；正在发病的鹅场，根据药

敏试验结果选用高敏药物进行治疗，基本控制病情

后，改用中药方剂［６－７］维持药效和提高鹅体抵抗力，
切记不可长期使用一种药物，以防止耐药菌株的出

现［８－９］。 由于大多数大肠杆菌病多继发于其他因

素［１０－１１］，所以必须控制促发因素才能使疾病得到

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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