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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肺炎支原体体外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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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猪肺炎支原体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采用宏量肉汤稀释法对 & 株猪肺炎支原体的

最小抑菌浓度"@U/#值进行了测定% 结果表明!猪肺炎支原体对泰妙菌素和环丙沙星最为敏感!@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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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H!其次分别为四环素类药物"包括四环素和多西环素#&林可霉素和泰乐菌素!而对氟苯

尼考的敏感性则较差% 本研究可为猪支原体肺炎的防控以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猪肺炎支原体'抗菌药物'敏感性'最小抑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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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肺炎支原体是引起猪支原体肺炎"又称猪喘

气病#的病原!在规模化养殖场普遍存在!给世界各

国的养猪业带来巨大危害*$+

& 虽然使用疫苗可以

有效地减少感染!但是在饲料和饮水中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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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为养殖场常用的猪支原体肺炎的防治策略&

目前对猪肺炎支原体耐药性研究的资料很少!主要

是由于肺炎支原体生长条件苛刻!生长缓慢!因此

其临床分离甚至培养均异常困难& 目前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H4U#和欧盟

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委员会"IQ/24,#均没有猪肺

炎支原体对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的相应标准& 本

研究参考相应文献*"+

!采用宏量肉汤稀释法!对本

实验室保存和分离的 & 株猪肺炎支原体进行了 $#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检测!以了解其对临床常用抗

菌药物的敏感性!为猪支原体肺炎的防控提供数据

和技术支持&

CD材料与方法

$0$!材料

$0$0$!猪肺炎支原体!共 & 株!分别为北京"9[#

株)"%" 株)济南"[A#株和 +@&3 株!均由本实验室

保存& 其中9[株为 "##1 年本实验室分离%"%" 株

为美国引进标准株%[A株分离自 "# 世纪 5# 年代%

+@&3 株为 "##% 年驯化株&

$0$0"!测试抗菌药物!泰乐菌素)替米考星)林可

霉素)头孢噻呋)磺胺甲恶唑)多西环素)氟苯尼考

和泰妙菌素均由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提供%四环素

和环丙沙星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0$0%!支原体培养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兽

药典/中支原体培养基的配制方法*%+配制&

$0"!方法!采用宏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猪肺炎支原

体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其中替米考星和泰乐菌素

的最终稀释浓度范围为 #0##& (#0)

!

O*JH!其余 3

种药物的最终稀释浓度范围均为 #0#% (&

!

O*JH&

$0"0$!猪肺炎支原体悬液的配制!根据 ,7\H::;

等的方法*"+略加改动& 将冻存的 & 株猪肺炎支原

体用新鲜配制的培养基进行复苏和传代!测定滴度

为每毫升 $#

1 颜色改变单位"//Q#!然后用培养基

无菌稀释至 $#

&

//Q*JH!作为接种用悬液备用&

$0"0"!不同浓度抗菌药物溶液的制备!根据抗菌

药物的含量等进行计算并称量!然后用相应溶剂*&+

分别配制成浓度为 )$"#

!

O*JH的储备液!置

-&# e冰箱保存备用& 每种药物均为 3 个稀释浓

度& 首先将抗菌药物储备液用肺炎支原体培养液

稀释至最高稀释浓度的两倍$大环内酯类药物为

$

!

O*JH!其余 3 种药物均为 3

!

O*JH& 将 " JH最

高稀释浓度的药物加至第 $ 支无菌小管中!其余 '

支小管中加入 $ JH培养液!从第 $ 管吸取 $ JH至

第 " 管中倍比稀释直至第 3 管!并从第 3 管中吸出

$ JH废弃&

$0"0%!耐药性测定!将 $#

&

//Q*JH的猪肺炎支

原体悬液 $ JH加至每一个无菌小管中!此时管中

的抗生素浓度相应地稀释为原来的一半!而每个管

中支原体的浓度也变为 ) B$#

%

//Q*JH& 同时设

置阴性和阳性对照管& 置于温箱"%5 j$#e培养&

于试验第 ) 天开始观察结果!培养基颜色由红色变

为黄色!说明有肺炎支原体生长& 在阳性对照变为

黄色而阴性对照颜色无明显变化!而且连续两天的

观察结果相同时!则以颜色没有明显变化的最低药

物浓度为肺炎支原体对该药物的@U/值&

ED结D果

试验第 ) 天至第 ' 天观察结果!发现部分药物

的@U/值发生了改变$& 株菌对泰乐菌素的@U/值

均由 #0#5

!

O*JH变为 #0$"

!

O*JH%"%" 株对多西

环素和四环素的 @U/值分别由第 ) 天的 #0#5)

#0#%

!

O*JH变为第 ' 天的 #0$" 和 #0#5

!

O*JH%

+@&3 和9[株对四环素和多西环素的 @U/值则分

别由第 ) 天时的 #0#5)#0$"

!

O*JH变为第 ' 天时

的 #0$" 和 #0")

!

O*JH& 而在实验的第 ' ($# 天进

行观察时!& 株猪肺炎支原体对 $# 种药物的 @U/

值均未发生变化!因此选用第 ' 天的观察结果判定

本研究中猪肺炎支原体对抗菌药物的@U/值!具体

见表 $&

表 CD猪肺炎支原体对抗菌药物的OM:值
!

JP)QD

菌株编号 泰乐菌素 替米考星 林可霉素 头孢噻呋 磺胺甲恶唑 多西环素 四环素 氟苯尼考 泰妙菌素 环丙沙星

9[ #0$" k#0) #0) k& k& #0$" #0") "

#

#0#%

#

#0#%

+@&3 #0$" k#0) #0") k& k&

#

#0#% #0$" $

#

#0#%

#

#0#%

"%" #0$" k#0) #0") k& k& #0$" #0#5 $

#

#0#%

#

#0#%

[A #0$" k#0) #0") k& k&

#

#0#%

#

#0#% $

#

#0#%

#

#0#%

!!由表 $ 可知!& 株猪肺炎支原体除了对四环素

类药物的@U/值有差异外!对其余抗菌药物的@U/

值基本相同& 猪肺炎支原体对泰妙菌素和环丙沙

星最为敏感!其@U/值均小于所测试的最低药物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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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对头孢噻呋和磺胺甲恶唑的@U/值则均高于

所测试的最高药物浓度!对氟苯尼考的 @U/值为

$ ("

!

O*JH& 根据猪肺炎支原体对药物的敏感性

判定标准*)+

!9[株已经对氟苯尼考产生了耐药性&

此外!猪肺炎支原体对同类药物的@U/值之间也存

在差异$& 株支原体对泰乐菌素的 @U/值均为

#0$"

!

O*JH!而对替米考星的@U/值则均k#0)

!

O*JH!

是对泰乐菌素@U/值的 & 倍以上%不同支原体分离

株对四环素类药物的耐药性也存在差异$[A株对

多西环素和四环素的@U/值均不高于 #0#%

!

O*JH!

而9[株则均在[A株的 &倍以上&

GD讨D论

支原体是一种最小的可独立生存的微生物!直

径约 %## 8J& 与细菌不同!支原体没有坚硬的细胞

壁!仅有一个三层的膜结构!因此各种作用于细胞

壁的药物对其无效!如
&

-内酰胺类药物& 本实验

中头孢类抗生素也是作用于细胞壁的药物!因此其

对肺炎支原体的 @U/值大于所测试的最高药物

浓度&

一般认为!肺炎支原体对影响蛋白质合成的药

物都比较敏感*5+

& 本研究的结果基本证实了这一

点& 其中泰妙菌素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对猪肺炎

支原体的@U/均低于 #0#%

!

O*JH!是治疗猪肺炎

支原体感染的有效抗菌药物!其余依次为四环素类

药物"包括四环素和多西环素#)林可霉素和泰乐菌

素!这与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 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是临床治疗儿童和成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一

线抗菌药物!目前人医临床分离株对该药物的耐药

性报道日渐增加*3 -1+

& 本实验仅测试了猪肺炎支

原体对两种兽医专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替米考星

和泰乐菌素#的@U/值!结果表明其对替米考星的

@U/值远高于对泰乐菌素的@U/值!具体原因有待

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9[株对兽用抗菌药物氟苯

尼考已经产生了耐药性!推测这可能与其在兽医临

床上的广泛使用有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猪肺炎支原体对所测试

抗菌药物的 @U/值不同!但是对多数药物均较敏

感!有利于兽医临床对猪支原体肺炎的防控& 在实

际临床工作中!我们应加强对病原菌的耐药性监

测!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以更好地防

控疾病的发生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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