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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确定云南省不同地区 ３ 个猪场仔猪发生非创伤性四肢运动障碍的病原因素，无菌采

集病死仔猪深部组织样品，采用血琼脂分离培养病原菌，随后对分离菌株做形态观察、生化试验、药
敏试验及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测序分析。 结果：从 ３ 个猪场病料中均分离到菌落及个体形态一致的细

菌，其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与 ＮＣＢＩ 中 ７ 株绿色气球菌参考菌株的同源性均在 ９９％以上，据此判定为

绿色气球菌（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３ 个分离菌株均对克拉霉素、头孢曲松和青霉素敏感，对复方新诺

明、庆大霉素和卡那霉素耐药。 鉴于未见绿色气球菌单独有强致病力的报道且病死猪有检出猪瘟

病毒或猪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情况，研究结果证实绿色气球菌是危害猪健康养殖的重要机会致病菌，
并提示其与仔猪非创伤性四肢运动障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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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球菌属介于葡萄球菌属和链球菌属之间，其
模式种为绿色气球菌（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１］，还包

括尿道气球菌、柯气球菌、血气球菌和人尿气球

菌［２］。 绿色气球菌是一类重要的机会致病菌［３］，广
泛存在于自然界，如空气、土壤、动植物以及健康动

物体表，若未做好消毒，可随空气和粉尘传播。 绿

色气球菌也被视为一种人兽共患病原菌，当人和动

物机体免疫力水平降低、免疫功能不健全以及体表

产生开放性外伤时，可引起人尿道感染、心内膜炎、
主动脉假性动脉瘤及皮肤血管炎等疾病 ［４ － ６］。 据

报道 ［７］，绿色气球菌感染可增加猪患其他感染性

疾病的风险，最终导致仔猪生长发育受阻，出栏时

间延迟，乃至引起死亡，造成重要经济损失。
近年，云南省不同地区 ３ 个猪场陆续发生多起

仔猪非急性死亡病例，患病仔猪均表现出明显的四

肢运动障碍。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芒市某小型猪场仔猪群

发病，前期表现发热和呼吸困难，呈犬坐姿势，后期

腹泻和四肢僵直，死亡率高达 １０％ ，病理剖检见胸

腔有积液、肝脏有肿块、肺脏呈虾肉样病变，与胸膜

粘连，肺组织经 ＰＣＲ 扩增检出猪肺炎支原体阳性。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富民县某猪场部分 ２ 月龄仔猪出现生

长缓慢，肌肉震颤，后期出现体温升高、全身皮肤潮

红，跛行，无法站立，按压背部及臀部肌肉表现疼

痛，经青霉素连续治疗 ４ ｄ，无效死亡，剖检发现颌

下淋巴结显著肿大。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禄劝县某养猪场

发生温和型猪瘟（取白细胞经 ＲＴ － ＰＣＲ 扩增检测

猪瘟病毒核酸呈阳性），病猪全身体表发红，精神沉

郁，肌肉震颤，关节肿胀，死前口鼻流血。 为确定以

上 ３ 个猪场仔猪发生四肢运动障碍的病原因素，无
菌采集病死仔猪内部组织样品进行病原检测，为防

控此类疾病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１　 材　 料

１． １　 病料来源　 分别从上述各猪场发病期间采集

病猪组织样品。 芒市小型猪场无菌采集病死仔猪

脾脏、肝脏和肺脏各 ５ 份；富民县某猪场无菌采集

病死仔猪肝脏、脾脏、颌下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及

心包积液各 ２ 份；禄劝县某养猪场采集 ３ 月龄患病

仔猪抗凝血液 ２ 份。
１． ２　 主要试剂 　 小量琼脂糖凝胶 ＤＮＡ 回收试剂

盒（Ｌｏｔ：ＥＧ１０１ － ０１）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ＤＨ５α 感受态大肠杆菌细胞（Ｌｏｔ：ＣＢ１０１）购

自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胰蛋白酶大豆胨绵羊血

琼脂等细菌培养基由实验室自行配制。
１． ３　 仪器设备　 ＰＣＲ 仪（型号 ＥＤＣ － ８１０）购自北

京东胜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速离心机（型号

Ｈ１６５０ － Ｗ）购自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

司；凝胶成像系统（型号 ＧＥＬＤＯＣ － ＸＲ）购自 ＢＩＯ －
ＲＡＤ；电热恒温培养箱（型号 ３０３ － Ｓ）购自沪南试

验仪器厂；超低温冰箱购自日本 ＳＡＮＹＯ 公司；立式

压力蒸汽灭菌器（型号 ＹＸＱ － ５０ＳＩＩ）购自上海博讯

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２　 方　 法

２． １　 细菌分离培养　 无菌取病变组织或体液涂布

绵羊血琼脂、ＬＢ 琼脂，３７ ℃培养 ２４ ｈ，挑取单个菌

落继续做划线培养，直至形成外观形态完全一致的

菌落，随机挑取单菌落少许菌样做革兰染色，镜检

并记录细菌个体形态。
２． ２　 生化试验　 对细菌纯培养物进行葡萄糖、麦
芽糖、蔗糖、山梨醇、棉籽糖、七叶苷、乙酰甲基甲醇

（ＶＰ）等生化试验。 ３７ ℃培养 ２４ ｈ，记录反应结果。
挑取经液体培养的细菌置于两张洁净玻片上，一张

滴加少量现配的 ３％ Ｈ２Ｏ２溶液，另一张滴加蒸馏水

作为对照，观察触酶试验结果。
２． ３　 分离菌株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测定　 取 １ ｍＬ
新鲜培养菌液 １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５ ｍｉｎ 弃上清，留取

沉淀，按照细菌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

取菌株 ＤＮＡ，以其为模板进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的

ＰＣＲ 扩增。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通用引物［８］ （上游引物：
５′ － ＡＧＡ ＧＴＴ ＴＧＡ ＴＣＣ ＴＧＧ ＣＴＣ ＡＧ － ３′，下游引

物：５′ － ＣＧＧ ＣＴＡ ＣＣＴ ＴＧＴ ＴＡＣ ＧＡＣ ＴＴ －３′）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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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ＰＣＲ 扩增

程序：９５ ℃预变性 ５ ｍｉｎ；９４ ℃变性 ５０ ｓ，５２ ℃退火

４５ ｓ，７２ ℃延伸 ５０ ｓ，共 ３５ 个循环；最后 ７２ ℃延伸

反应 １０ ｍｉｎ。 用 １％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查 ＰＣＲ 扩

增产物，胶回收产物做 ＴＡ 克隆，随机取白色菌落样

品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将所

获基因片段序列于 ＮＣＢＩ 网站进行 ＢＬＡＳＴ 分析，选
取同源性最高的 ７ 条序列 （ ＧｅｎＢａｎｋ：ＣＰ０１４１６４、
ＣＰ０４６３３４、 ＧＱ１６１０９６、 ＨＱ４６５２８８、 ＫＵ９２２４６４、
ＭＧ５７６１５１、ＭＮ９３２２６６）为参考序列，应用ＭＥＧＡ６． ０
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
２． ４　 药敏试验　 选用 ９ 种兽医临床常用抗菌药物，
以纸片扩散法（Ｋ － Ｂ 法）测定菌株敏感性。 取纯培

养菌液 １５０ μＬ 均匀涂布于 Ｍ － Ｈ 琼脂平板表面，每
个平板贴 ４ ～ ５ 片药敏片，３７ ℃培养 １８ ～ ２４ ｈ，用游

标卡尺测量抑菌圈直径，按说明书判定菌株敏感性。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细菌分离培养　 芒市脾脏样品、富民县肝脏和

淋巴结样品、禄劝县血液样品在血琼脂均只形成白

色圆形、隆起光滑、直径约 １ ｍｍ 并产生明显溶血环

的菌落（图 １），转种 ＬＢ 琼脂，均形成光滑、平整的灰

白色小菌落（图 ２）。 分离菌株依次命名为 ＡＳＶ － １、
ＡＳＶ －２ 和 ＡＳＶ － ３。 革兰染色镜检为阳性球菌，可
见四联、成团块状排列，也有单个或成双排列（图 ３）。

图 １　 血琼脂菌落形态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ａｇａｒ

３． ２　 生化鉴定　 ３ 个菌株都分解葡萄糖、蔗糖、木
糖、山梨醇；不分解麦芽糖、棉籽糖、蕈糖、七叶苷、
水杨苷，ＶＰ 试验为阴性，不还原硝酸盐。 触酶试验

均为阴性。

图 ２　 ＬＢ 琼脂菌落形态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ｏｎ ＬＢ ａｇａｒ

图 ３　 革兰染色（１０００ × ）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Ｇｒａｍ ｓｔａｉｎ（１０００ × ）

３． ３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扩增及测序结果　 将所获 ３ 个

菌株的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扩增产物分别通过 １％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均在 １５００ ｂｐ 左右处出现单一的

光亮条带（图 ４ －图 ６），与预期扩增产物大小相符。

Ｍ：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 －２：菌株 ＡＳＶ －１

图 ４　 菌株 ＡＳＶ －１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 ＰＣＲ 扩增产物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ＰＣＲ ａｍｐｌｉｃｏｎ ｏｆ ＡＳＶ －１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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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 －３：菌株 ＡＳＶ －２

图 ５　 菌株 ＡＳＶ －２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 ＰＣＲ 扩增产物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ＰＣＲ ａｍｐｌｉｃｏｎ ｏｆ ＡＳＶ －２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

Ｍ：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菌株 ＡＳＶ －３

图 ６　 菌株 ＡＳＶ －３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 ＰＣＲ 扩增产物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ＰＣＲ ａｍｐｌｉｃｏｎ ｏｆ ＡＳＶ －３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

３． ４ 系统进化分析　 所获 ３ 个分离菌株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经 ＢＬＡＳＴ 分析，显示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 收录的 ７
株绿色气球菌参考菌株的同源性均在 ９９％以上，据
此将其判定为绿色气球菌。 系统发育树显示 ３ 个

分离菌株高度相似，且与印度分离株 ＭＧ５７６１５１ 的

遗传距离最近（图 ７）。

图 ７　 基于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的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 － ｂａｓｅ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３． ５　 药敏试验结果　 表 １ 结果显示：３ 个菌株均对

头孢曲松、恩诺沙星、青霉素、氟苯尼考、克拉霉素、

呋喃唑酮敏感，对卡那霉素、庆大霉素、复方新诺明

等药物不敏感。
表 １　 药敏实验结果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ｒｕｇ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抗生素
抑菌圈直径 ／ ｍｍ

ＡＳＶ － １ ＡＳＶ － ２ ＡＳＶ － ３

氟苯尼考 ２０． ２３ １６． ２０ １８． ６４

青霉素 ２８． ３５ ２０． ０ ２２． ４７

呋喃唑酮 ２５． ３０ ２３． ５０ ２１． ７８

恩诺沙星 ２４． ４３ ２０． ２０ ２３． ００

头孢曲松 ３２． １８ ３１． ８８ ２８． ００

克拉霉素 ３２． ５０ ２８． ８０ ３１． ００

复方新诺明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庆大霉素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卡那霉素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讨论与结论

　 　 近些年，绿色气球菌感染动物机体造成的危害

引起人们逐步重视。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绿色气

球菌可以感染多种动物，国外主要从水产动物中分

离到绿色气球菌，如龙虾、鳌虾［９］；国内报道最多的

主要是人和仔猪的感染，从山羊、奶牛及竹鼠中也

分离到绿色气球菌［１０ － １２］，可见此菌感染的宿主范

围很广。 Ｃｌａｒｋ 等［９］ 研究发现，绿色气球菌的强毒

株荚膜对美洲龙虾有强致病力；Ｌｉｕ 等［１１］ 从患乳房

炎的奶牛乳汁中分离到绿色气球菌，并发现此菌具

有粘附和侵袭乳腺上皮细胞的能力。 Ｓｕｎ 等［１３］ 也

发现，夏季由绿色气球菌引起乳腺炎的比率最高，
表明此菌是引起奶牛亚临床乳腺炎的重要病原。

当然，绿色气球菌的致病性差异可能与菌株毒力和

宿主种类有关。
本试验所获 ３ 株绿色气球菌分别源自云南省

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 ３ 个养猪场，证实此菌广泛

存在于养猪环境，但未见其单独有强致病力的报

道。 Ｐａｎ 等［１４］研究发现，从患病仔猪的关节液、脑

脊液和肺脏中分离到猪链球菌和绿色气球菌，两种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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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混合感染可引起仔猪和小鼠急性脑膜炎，且
两种病原菌“协同作用”引起小鼠的死亡率显著高

于单一病原菌引起的死亡率。 这 ３ 个猪场患病仔

猪虽然均表现肢体运动障碍，其他临床症状不尽相

同，可能与其原发性感染疾病不同有关。 根据疾病

前期或同期的核酸检测结果，可以判定芒市病例发

生的原发性感染为猪支原体肺炎，禄劝县病例则由

猪瘟病毒（ＣＳＦＶ）引起原发性感染。 富民县病例未

及时做其他病原检测，但出现天生痉挛症和“僵猪”
样状态，这是 ＣＳＦＶ 垂直传播引起先天感染的典型

特征。 ＣＳＦＶ 具有淋巴细胞及上皮细胞嗜性，是引

起猪免疫力下降而继发感染其他病原菌的主要因

素。 韩庆安等指出 ＣＳＦＶ 与其他病原体的混合感

染非常普遍，与 ＣＳＦＶ 发生混合感染的病原体主要

见于仔猪群及流产胎儿但在发育正常的育肥猪群

中未检测到［１５］。 此外，所处地理位置、气候因素及

养殖环境不同的养殖场，引起继发感染的机会致病

菌种类可能差异，本研究发现的是绿色气球菌感

染。 富民县发病仔猪虽采用分离菌株敏感的青霉

素治疗，但仍死亡，可能因为感染已导致器官功能

衰竭。 Ｍａｒｅｉｎ 等［１６］ 从不同患病猪关节液、脑积液

及肺脏中分离到 ５８ 株绿色气球菌，指出该菌可能

是猪的致病菌；但刘洁等分离出的 ８ 株绿色气球

菌，并未引起正常小鼠的发病或死亡［１７］，进一步表

明该菌为机会致病菌。
目前，绿色气球菌引起动物发病的相关机

理尚不清楚，但凡能降低动物免疫功能的因

素，如营养不良、天气骤变、免疫抑制病毒感

染、应激反应等，都有可能引起绿色气球菌等

机会致病菌的感染 ［１８］ 。 鉴于所调查病猪普遍

预后不良，预防或消除导致免疫力下降的原发

性感染才是避免或控制绿色气球菌机会感染的

根本办法。
本研究从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 ３ 个猪场病料

中均只分离到绿色气球菌，提示其存在重要的致病

性，并有必要深入调查其毒力因子、感染途径以及

造成继发感染的前置或协同因素，以设法减少该菌

感染引起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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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１４８： １２３３ － １２３９．

［９］ 　 Ｃｌａｒｋ Ｋ Ｆ， Ｗａｄｏｗｓｋａ Ｄ，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Ｓ Ｊ．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ｖａｒ． ｈｏｍａｒｉ：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ｏｂｓｔｅｒ （ Ｈｏｍａｒ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１３３： ２０ － ２６．

［１０］ 李 楠， 刘 晔， 张守峰， 等． 一株山羊源浅绿色气球菌的分离

［Ｊ］ ． 黑龙江畜牧兽医， ２０１５（１８）： １０９ － １１１．

Ｌｉ Ｎ， Ｌｉｕ Ｙ， Ｚｈａｎｇ Ｓ Ｆ，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ｇｏａｔ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Ｊ］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１８）：１０９ －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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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Ｌｉｕ Ｇ， Ｙｉｎ Ｊ Ｈ， Ｈａｎ Ｂ， ｅｔ ａｌ． Ａｄｈｅｒｅｎｔ ／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ｏｖｉｎｅ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ｍａｓｔｉｔｉｓ ｉｎ ａ ｍｕｒ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Ｊ］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２３０： ２０２ － ２１１．

［１２］ 阎朝华， 文 明， 周碧君， 等． 竹鼠源绿色气球菌的分离鉴定

及耐药性分析 ［ Ｊ］ ． 中国畜牧兽医， ２０２０， ４７ （ ８ ）： ２６４３

－ ２６５１．

Ｙａｎ Ｃ Ｈ， Ｗｅｎ Ｍ， Ｚｈｏｕ Ｂ Ｊ，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ｈｉｚｏｍｙ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４７（８）： ２６４３ － ２６５１．

［１３］ Ｓｕｎ Ｍ， Ｇａｏ Ｊ， Ａｌｉ Ｔ，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ｏｖｉｎｅ ｓｕｂ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ａｓｔ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ｉｌｋ

ＳＣＣ，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４９（４）： ８４３ － ８４９．

［１４］ Ｐａｎ Ｚ Ｈ， Ｍａ Ｙ， Ｍａ Ｊ Ｌ，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 －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ｕｉｓ ａｎｄ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 Ｊ ］ ．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２０１７， １０６：

６０ － ６４．

［１５］ 韩庆安， 许玉静， 郑 丽， 等． 河北省规模猪场猪瘟病毒感染

情况及发展趋势的调查［ Ｊ］ ． 中国兽医科学， ２００９， ３９（１）：

８９ － ９４．

Ｈａｎ Ｑ Ａ， Ｘｕ Ｙ Ｊ， Ｚｈｅ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９， ３９（１）：

８９ － ９４．

［１６ ］ Ｍａｒｔíｎ Ｖ， Ｖｅｌａ Ａ Ｉ，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Ｍ，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ｎ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４５（９）： ３０５３ － ３０５７．

［１７］ 刘 洁， 刘梦龙， 曲久燕， 等． 猪源绿色气球菌的分离与鉴定

［Ｊ］ ． 中国猪业， ２０１９， １４（６）： ２６ － ３０．

Ｌｉｕ Ｊ， Ｌｉｕ Ｍ Ｌ， Ｑｕ Ｊ Ｙ，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ｎｅ［Ｊ］ ． Ｃｈｉｎａ Ｓｗ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

１４（６）： ２６ － ３０．

［１８］ 董文龙， 王 巍， 勾长龙， 等． ６ 株猪源绿色气球菌的分

离鉴定及耐药性分析［ Ｊ］ ． 中国兽医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７ （１２）：

２２５６ － ２２５９．

Ｄｏｎｇ Ｗ Ｌ，Ｗａｎｇ Ｗ， Ｇｏｕ Ｃ Ｌ，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６ Ａ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ｎ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３７ （１２ ）：

２２５６ － ２２５９．

（编 辑：李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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