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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丹1,鲁志平1*,傅安静1,文永平2

(1.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2.成都大学,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沙门氏菌是是肠杆菌科中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人兽共患病原菌,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禽

类制品是人感染沙门氏菌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随着抗菌药物长期使用甚至滥用、沙门氏菌耐药基

因的传播以及环境和宿主因素的变化,导致沙门氏菌的耐药性每年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本文就

2011~2023年国内外发表的关于四川地区分离的禽源沙门氏菌耐药性文献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总

结,以期了解沙门氏菌在四川不同地区,不同年份耐药性变化情况,从而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和控

制疾病流行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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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almonella
 

is
 

the
 

zoonotic
 

pathogen
 

within
 

the
 

family
 

Enterobacteriaceae,which
 

has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im-

plications
 

because
 

Salmonella-contaminated
 

poultry
 

produc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human
 

Salmonella
 

infection.
The

 

resistance
 

of
 

Salmonella
 

is
 

changing
 

from
 

year
 

to
 

year
 

due
 

to
 

the
 

long-term
 

use
 

and
 

abuse
 

of
 

antimicrobials,the
 

spread
 

of
 

resistance
 

genes
 

in
 

Salmonella,and
 

the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and
 

host
 

factors.Therefore,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hang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Salmonella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years,the
 

literatures
 

about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a-
vian-origin

 

Salmonella
 

published
 

at
 

home
 

and
 

abroad
 

during
 

2011-2023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and
 

finally
 

it
 

can
 

guide
 

the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of
 

Salmon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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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门氏菌是肠杆菌科中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

的人兽共患病原菌。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全球范

围内共有2
 

500多种血清型被发现,中国也已鉴定

出292种血清型[1-2]。畜禽感染沙门氏菌后,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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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白痢、禽伤寒、禽副伤寒和猪副伤寒等病症,给畜

禽养殖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据报道,全球每年有

9
 

380万人因感染沙门氏菌引起腹泻,死亡人数达

15.5万人[3-4]。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http://
www.nhc.gov.cn/)2023年11月24日新闻发布会

中提及,家庭经常发生的食源性致病菌,沙门氏菌排

在第一位,而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禽类制品是人感染

沙门氏菌最主要的来源之一[5]。因此,为保护公众

健康,国内外学者对沙门氏菌在畜禽动物和人之间

的传播关系、沙门氏菌耐药性及耐药机制等进行了

较多研究。



研究表明,中国禽源沙门氏菌的耐药情况较为

严重,对氨苄西林、四环素、萘啶酸等的耐药率高于

50%,且60年代沙门氏菌几乎没有多重耐药性,多
重耐药率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20%~30%增加

到了21世纪初的70%,这些耐药菌株可能通过食

物链传播给人类,最终导致人用抗菌药物治疗失

败[6-7]。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沙门氏菌耐药基因的传

播以及环境和宿主因素的变化,沙门氏菌的耐药性

每年都在发生变化,而四川作为养禽大省,养殖数量

居西部第一。因此,本文分析了2011~2023年国内

外公开发表的四川地区禽源沙门氏菌耐药性相关文

献,以期了解其耐药性发展情况,从而为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和控制疾病流行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来源

本文共分析整理关键词为沙门氏菌、禽源、耐药

性、四川地区的文献21篇[8-27],发表时间为2011~
2023年(表1)。

1.2 耐药性检测方法

21篇文献中,被检沙门氏菌菌株年份从1970
年~2021年不等。5位学者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

16位学者采用K-B纸片法,检测沙门氏菌耐药性。

1.3 耐药率分析方法

根据耐药程度不同,将21篇文献中沙门氏菌耐

药率划分为4个区间,分别是完全耐药(100%)、高
度耐药(70%~99.9%)、中度耐药(30%~69.9%),
轻度耐药或者敏感(<30%)。

1.4 多重耐药菌株分析方法

根据文献数据统计多重耐药率,即沙门氏菌对

三类或三类以上抗生素同时呈现耐药性的比例。

1.5 耐药性比较方法

根据表1分析抗生素和化学合成抗菌药物的药

敏实验出现频率(表2),出现频率最高的氨苄西林

和环丙沙星分别进行耐药性比较(表3),相同地区

相同年份不同耐药性取平均值。

2 禽源沙门氏菌耐药性分析

2.1 耐药情况分析

通过分析近13年来文献数据来看(表1),四川

地区分离的禽源沙门氏菌耐药率主要集中在30%
~69.9%,11篇文献报道分离菌株的耐药率达到

100%,这表明在过去13年间,不同地区,不同时间

分离的沙门氏菌对测试的抗菌药物产生了较大的耐

药性。其次,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分离菌株的耐药性

不同,但主要抗菌药物耐药率相似。如抗生素中,主
要以β-内酰胺类(阿莫西林)、氨基糖苷类(庆大霉

素)和四环素类(四环素)耐药为主。化学合成抗菌

药物中,以磺胺类(复方新诺明)和喹诺酮类(环丙沙

星)耐药为主。但也存在不同地区相同抗菌药物的

耐药率差异较大的现象,如李晚霞2015年采集广汉

等11地区各种年龄鸡群沙门氏菌,发现大观霉素和

多黏菌素B的耐药率分别为11.5%
 

和6.2%,而张

丽芳等2015年采集成都地区某种禽场死胚卵黄液

中分离的沙门氏菌,对大观霉素和多黏菌素B的耐

药率达100%。这些现象可能与这些地区抗生素使

用习惯、养殖条件、兽医用药以及环境因素等综合影

响有关;第三,同作为喹诺酮类抗菌药,17篇文献报

道了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其中13篇为轻度耐药或者

敏感(<30%),4篇中度耐药(30%~69.9%),无高

度耐药。7篇文献报道了萘啶酸的耐药率,4篇显示

高度耐药(70%~100%)。因此,笔者推测沙门氏菌

对第一代氟喹诺酮类药物(萘啶酸)耐药性高于第三

代药物(环丙沙星)。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代氟喹诺酮

类药物最早广泛使用,相比之下,对第三代药物的使

用更加谨慎,或者细菌对这类药物的耐药机制尚未

完全发展所致。
从表1的耐药率整理出参与耐药性分析的抗菌

药物详见表2。可以看出,共有8类39种抗生素,3
类14种化学合成抗菌药参与了耐药性分析。其中

耐药率达100%的抗生素有6类9种,出现频率最

高的前两种为阿莫西林、多西环素,耐药率达100%
的化学合成抗菌药物有3类4种,出现频率最高的

为复方新诺明、磺胺异噁唑,以上耐药菌株均来自攀

枝花、金堂、新都、彭山、成都等地规模化养禽场。这

一地理分布特点提示我们,耐药沙门氏菌的传播可

能具有跨地域性,对养殖业和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潜

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抗生素中,耐药率达100%
的阿莫西林出现频率最高,化学合成抗菌药物中,耐
药率达100%的复方新诺明出现频率居于第二,这
提示我们,这两种抗菌药物对目标菌株治疗效果差,
甚至可能不再具备治疗效果。

2.2 多重耐药菌株占比分析

多重耐药菌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细菌反复应用抗

菌药物、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激素等因素有关。据

图1分析显示,沙门氏菌多重耐药菌株从47.47%
~100%不等,平均为79%。多重耐药菌株占比为

100%的沙门氏菌,共有4组,分别来自徐俊杰等

2016年从遂宁某规模化鸭场的10日龄临床健康雏

鸭中分离;张莒等2016年从雅安家禽育种场的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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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1~2023年四川地区禽源沙门氏菌耐药率统计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drug
 

resistance
 

rate
 

of
 

Salmonella
 

from
 

avian-origin
 

in
 

Sichuan
 

region
 

from
 

2011
 

to
 

2023
采样

地区

发表

年份

菌株

年份
实验株

药敏

方法

耐药率/%

100 70~99.9 30~69.9 <30
耐药率

多重耐药

菌株占比

参考

文献

攀枝花、

成都
2023

2020~

2021
10

K-B

纸片法
磺胺异噁唑

多 黏 菌 素
 

B、链

霉素
庆大霉素、复方新诺明

氨苄西林、头孢噻肟、阿莫西林、

四环素、多西环素

100%

(10/10)

80%

(8/10)
[8]

四川 2023
2019~

2021
117

微量肉汤

稀释法
-

萘啶 酸、氨 苄 西

林、头孢唑啉

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多黏

菌素E、多西环素
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环丙沙星

100%

(117/117)

68.38%

(80/117)
[9]

四川等

8省市
2023

2019~

2022
309

K-B

纸片法
- 氨苄西林

链霉 素、四 环 素、强 力 霉

素、环丙沙星
庆大霉素、阿米卡星 - - [10]

攀枝花等

7个地区
2022

2020~

2021
100

K-B

纸片法
-

链霉 素、多 黏 菌

素 B、磺 胺 异

噁唑

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庆大霉

素、四环素、多西环素、氟苯尼

考、萘啶酸、复方新诺明

头孢曲松、头孢唑啉、头孢噻肟、

氯霉素、环丙沙星、诺氟沙星

100%

(100/100)

86%

(86/100)
[11]

泸州等

5个地区
2022

2017~

2021
294

微量肉汤

稀释法
-

氨 苄 西 林、萘

啶酸

头孢唑啉、多黏菌素 E、多

西环素

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庆大霉素、

卡那霉素、环丙沙星

98.3%

(289/294)

66.33%

(195/294)
[5]

南充 2022
2018~

2019
41

K-B

纸片法
- 多西环素

环丙沙星、复方新诺明、氨

苄西林、氟苯尼考

多黏菌素B、恩诺沙星、阿米卡

星、阿莫西林、头孢曲松、头孢他

啶、亚胺培南、氨曲南、头孢西丁

90.2%

(37/41)

58.50%

(24/41)
[12]

德阳 2022 2021 17
K-B

纸片法
-

氨 苄 西 林、链

霉素

四环素、多黏菌素B、庆大霉

素、头孢噻肟、阿莫西林、磺胺

异噁唑、多西环素、诺氟沙星

头孢唑啉、环丙沙星
82.35%

(14/17)

88.20%

(15/17)
[13]

四川等

11省市
2021

1970~

2020
26

微量肉汤

稀释法
- 磺胺异噁唑

氨苄西林、四环素、复方新

诺明

头孢噻呋、黏 菌 素、恩 诺 沙 星、

氟苯尼考、阿莫西林
- - [14]

成都 2018 - 99
K-B

纸片法
- 萘啶酸

四环素、氨苄西林、磺胺甲

噁唑/甲氧苄啶

环丙沙星、头孢曲松、庆大霉素、

卡那霉素、米诺环素、阿莫西林

96.67%

(96/99)

47.47%

(47/99)
[15]

遂宁 2017 2016 4
K-B

纸片法

四环素、

复方新诺明、

阿莫西林

头孢噻肟、

氨曲南
-

氨苄西林、庆大霉素、多西环素、

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星、

氟苯尼考

100%

(4/4)

100%

(4/4)
[16]

雅安 2016 2016 10
K-B

纸片法

青霉素、吉他霉素、

林可霉素
链霉素、新霉素

阿莫西林、头孢噻肟、氯霉

素、复方新诺明
磷霉素

100%

(10/10)

100%

(10/10)
[17]

四川省

11个地区
2016

2014~

2015
96

K-B

纸片法
- -

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头孢

拉定、链 霉 素、多 西 环 素、

复方新诺明

头孢氨 苄、头 孢 噻 肟、头 孢 唑

啉、头孢曲 松、阿 米 卡 星、庆 大

霉素、大观 霉 素、卡 那 霉 素、氧

氟沙星、环 丙 沙 星、诺 氟 沙 星、

氟苯尼考、多黏菌素B

-
55.21%

(53/96)
[18]

甘孜 2016 2016 42
K-B

纸片法
-

阿莫西林、羧苄西

林、氨苄西林、利福

平、复方新诺明

四环素、多西环素、氟苯尼考、

头孢唑啉、卡那霉素、链霉素、

头孢噻肟、头孢哌酮

环丙沙 星、庆 大 霉 素、阿 米 卡

星、大观 霉 素、多 黏 菌 素 B、左

氧氟沙星、恩诺沙星、诺氟沙星

100%

(42/42)

97.62%

(41/42)
[19]

成都 2015 2015 24
K-B

纸片法

大观霉素、多西环素、

复方新诺明、多黏菌素B
-

恩诺沙星、阿莫西林、诺氟

沙星
- - - [20]

成都 2015 2014 24
K-B

纸片法
青霉素 四环素、氨苄西林 -

庆大霉素、卡 那 霉 素、链 霉 素、

诺氟沙星、诺美沙星、环丙沙星

100%

(24/24)
- [21]

成都等

3个地区
2015

2012~

2013
61

K-B

纸片法
萘啶酸 氨苄西林

四环素、环丙沙星、大观霉

素、磺胺异噁唑

阿莫西 林、氟 苯 尼 考、头 孢 曲

松、庆大霉素

100%

(61/61)

72.13%

(44/61)
[22]

成都等

6个地区
2014

2012~

2013
28

K-B

纸片法

磺胺异噁唑、

复方新诺明

头孢 拉 定、羧 苄

西林、红霉素
强力霉素、诺氟沙星 阿奇霉素、环丙沙星、头孢唑啉 - - [23]

四川/重庆 2013 2011 109
K-B

纸片法

苯唑西林、

青霉素

氨苄 西 林、四 环

素、新霉素、先锋

霉素Ⅳ

庆大 霉 素、红 霉 素、阿 米

卡星

先锋霉素Ⅵ、先锋必素、米诺环

素、哌拉西 林、卡 那 霉 素、头 孢

曲松、头孢 哌 酮、哌 拉 西 林、强

力霉素、头孢呋辛

100%

(109/109)

53.40%

(87/163)
[24]

绵阳等

3个地区
2012 2010 48

K-B

纸片法

青霉素、

苯唑西林、

利福平

四环素、氨苄西林、

红霉素、磺胺甲噁

唑/甲氧苄啶

亚胺培南、萘啶酸、头孢呋

辛、氯霉 素、甲 氧 苄 啶、多

西环素

头孢哌 酮、哌 拉 西 林、阿 米 卡

星、庆大霉素、环丙沙星

100%

(48/48)

100%

(48/48)
[25]

四川省

7个地市
2011

2006~

2008
41

微量肉汤

稀释法
-

黏菌素、利福平、氨

苄西林、磺胺异噁

唑、甲氧苄啶

阿莫西林、头孢唑啉、链霉

素、强力霉素、大观霉素

四环素、安普霉素、氟苯尼考、恩诺

沙星、诺氟沙星、达氟沙星、环丙沙

星、诺美沙星、卡那霉素

100%

(41/41)

100%

(41/41)
[26]

四川 2011
2003~

2010
195

微量肉汤

稀释法
磺胺异噁唑

萘 啶 酸、多 西

环素

四环 素、链 霉 素、阿 莫 西

林、氨苄西林、氟苯尼考

头孢唑啉、头孢噻呋、庆大霉素、

氯霉素、诺氟沙星、卡那霉素、左

氧氟沙星、氧氟沙星、环丙沙星、

恩诺沙星、阿米卡星、诺美沙星

-
86.1%

(151/195)
[27]

  注:-为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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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彭县黄鸡中分离;余晓龙等2010年从绵阳、眉山、
德阳、彭州、邛峡、新津和都江堰共7个地区规模化

鸭场疑似沙门氏菌病的患鸭中分离;周佳等在2006
~2008年从四川省7个地市的食品源(鸡肉、鸡肝

脏)中分离。由此可见,多重耐药菌株占比达100%
的沙门氏菌样本虽然分布在不同地市,但其中2个

地区样本均来自规模化养鸭场,这表明规模化养殖

场的高密度饲养环境和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可能为

沙门氏菌的耐药性进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时间跨

度来看,这些样本分别采集于2016年、2010年和

2006~2008年,表明沙门氏菌的多重耐药性在过去

十余年间持续存在且呈现整体上升趋势,这可能与

规模化养殖场的长期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有关。但

是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分离的沙门氏菌尚无多

重耐药现象,对四环素的耐药率仅有20%[28],到了
 

90年代对四环素的耐药率则高达100%,2000~
2008年间分离得到的沙门菌对萘啶酸的耐药率几

经达到了83.74%[29]。这种现象表明,禽源沙门氏

菌多重耐药性正在不断上升,多重耐药菌株的高比

例存在可能对养殖业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从
而增加了治疗难度和感染传播的风险。

2.3 耐药性比较

由表2可知,氨苄西林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抗生

素,环丙沙星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化学合成抗菌药物。
整理21篇文献中的氨苄西林和环丙沙星耐药率后

形成表3和图2。

表2 2011~2023年四川地区禽源沙门氏菌药敏实验统计分析

Table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rug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of
 

Salmonella
 

from

avian-origin
 

in
 

Sichuan
 

region
 

from
 

2011
 

to
 

2023

抗菌药名称 药物分类 出现频率 抗菌药名称 药物分类 出现频率

阿莫西林* β-内酰胺类 14 阿米卡星 氨基糖苷类 7
氨苄西林 β-内酰胺类 18 大观霉素* 氨基糖苷类 5
氨曲南 β-内酰胺类 2 卡那霉素 氨基糖苷类 9
苯唑西林* β-内酰胺类 2 链霉素 氨基糖苷类 10
哌拉西林 β-内酰胺类 3 庆大霉素 氨基糖苷类 15
青霉素* β-内酰胺类 4 新霉素 氨基糖苷类 2
羧苄西林 β-内酰胺类 2 阿奇霉素 大环内酯类 1
头孢氨苄 β-内酰胺类 1 红霉素 大环内酯类 3
头孢呋辛 β-内酰胺类 2 吉他霉素* 大环内酯类 1
头孢拉定 β-内酰胺类 2 多黏菌素B* 多肽类 7
头孢哌酮 β-内酰胺类 3 多黏菌素E 多肽类 2
头孢曲松 β-内酰胺类 8 黏菌素 多肽类 2
头孢噻呋 β-内酰胺类 2 林可霉素* 林可胺类 1
头孢噻肟 β-内酰胺类 9 多西环素* 四环素类 12
头孢他啶 β-内酰胺类 1 米诺环素 四环素类 2
头孢西丁 β-内酰胺类 1 强力霉素 四环素类 4
头孢唑啉 β-内酰胺类 9 四环素* 四环素类 14
先锋霉素 β-内酰胺类 3 氟苯尼考 氯霉素类 9
亚胺培南 β-内酰胺类 2 氯霉素 氯霉素类 4
磷霉素 含磷多糖类 1 诺美沙星 喹诺酮类 3
恩诺沙星 喹诺酮类 7 利福平* 其他类 3
环丙沙星 喹诺酮类 17 安普霉素 其他类 1
萘啶酸* 喹诺酮类 7 复方新诺明* 磺胺类及其增效剂 10
诺氟沙星 喹诺酮类 10 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 磺胺类及其增效剂 2
氧氟沙星 喹诺酮类 2 磺胺异噁唑* 磺胺类及其增效剂 8
左氧氟沙星 喹诺酮类 2 甲氧苄啶 磺胺类及其增效剂 2
达氟沙星 喹诺酮类 1

  注:*为耐药率100%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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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1~2023年四川地区沙门氏菌多重耐药菌株占比分析

Fig.1 Analysis
 

of
 

the
 

proportion
 

of
 

Salmonella
 

multidrug-resistant
 

strains
 

in
 

Sichuan
 

region
 

from
 

2011
 

to
 

2023

表3 2011~2023年四川地区禽源沙门氏菌对氨苄西林和环丙沙星的耐药性统计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Salmonella
 

resistance
 

to
 

ampicillin
 

and
 

ciprofloxacin
 

from

avian-origin
 

in
 

Sichuan
 

region
 

from
 

2011
 

to
 

2023

采样地区 发表年份 菌株年份
氨苄西林

耐药率/%

环丙沙星

耐药率/%
参考文献

攀枝花、成都 2023 2020~2021 10.00 - [8]

四川 2023 2019~2021 92.31 23.08 [9]

四川等8省市 2023 2019~2022 77.30 40.00 [10]

攀枝花等7个地区 2022 2020~2021 50.50 8.50 [11]

泸州等5个地区 2022 2017~2021 95.24 22.79 [5]

南充 2022 2018~2019 63.40 34.10 [12]

德阳 2022 2021 82.40 5.90 [13]

四川等11省市 2021 2001~2020 65.4 - [14]

成都 2018 - 42.42 29.29 [15]

遂宁 2017 - 25.00 25.00 [16]

雅安 2016 2016 - - [17]

四川省11个地区 2016 2014~2015 66.70 6.20 [18]

甘孜 2016 2016 88.10 19.05 [19]

成都 2015 2015 - S [20]

成都 2015 2014 87.50 12.50 [21]

成都等3个地区 2015 2012~2013 90.16 60.66 [22]

成都等6个地区 2014 2012~2013 - 14.30 [23]

四川/重庆 2013 2011 85.30 - [24]

绵阳等3个地区 2012 2010 93.80 31.30 [25]

四川省7个地市 2011 2006~2008 82.22 20.00 [26]

四川 2011 2003~2010 41.10 12.30 [27]

  注:S表示敏感;-表示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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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1~2022年四川地区分离沙门氏菌对氨苄西林和环丙沙星耐药率分析

Fig.2 Analysis
 

of
 

Salmonella
 

resistance
 

to
 

ampicillin
 

and
 

ciprofloxacin
 

in
 

Sichuan
 

region
 

from
 

2001
 

to
 

2022

2.3.1 氨苄西林耐药性比较 由表3和图2可知,

2001~2022年四川地区分离的禽源沙门氏菌对氨

苄西林耐药率从10%~95.24%不等,呈锯齿状起

伏,但从2006年开始平均维持在55%以上耐药率,

总体偏高,与菌株来源和分离时间无明显相关性,这

可能是由于氨苄西林作为临床治疗上的一种常用药

物,对细菌产生长期诱导和选择压力,使其产生了能

稳定遗传的耐药性,这其中最关键的机制是由于基

因突变产生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EBLs),使药物在与细菌作用前被ES-

BLs水解,从而失去干扰细菌细胞壁合成的功能。

ESBLs主要由位于细菌染色体或移动遗传元件上

的基因编码,迄今为止,沙门氏菌中已经检出至少

13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ESABLs 耐 药 基 因,包 括

blaSHV,blaTEM,blaCTX-M 等[30-32]。杨丹等、
 

Li
等[33]对沙门氏菌阳性菌株的耐药基因分析结果显

示,均检测出4种以上的ESBLs基因,且含ESBLs
菌株均对氨苄西林耐药,这也许是导致沙门氏菌对

氨苄西林耐药率保持较高的原因之一。

2.3.2 环丙沙星耐药性比较 由表3和图2可知,

2003~2022年四川地区分离的沙门氏菌对环丙沙

星耐药率从5.9%~60.66%不等,2015年敏感菌株

来自四川成都。可以看出,环丙沙星的耐药率总体

较低,年均最高值为40%(2022年),年均最低值为

6.2%(2014~2015年),平均维持在20%左右。然

而2012年绵阳等、2022年泸州等分别报道了环丙

沙星的中介率为33.3%、59.52%,较高的中介率说

明沙门氏菌在环丙沙星的持续诱导和选择压力下,

更容易发展为耐药菌株,耐药率有升高的风险。值

得注意的是,环丙沙星为人工合成的第三代喹诺酮

类抗菌药物,此类药物在人医临床上用来治疗那些

危及生命的多重耐药沙门氏菌的感染。如果不合理

使用,可能会导致沙门氏菌对环丙沙星耐药率不断

上升,使得对人和动物的沙门氏菌病的治疗愈加

困难。

3 小 结

本文通过对2011~2023年中外文献报道的四

川地区禽源沙门氏菌的耐药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总体耐药情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一是四川不

同地区分离的禽源沙门氏菌,耐药率比较集中的区

间是在30%~69.9%,属于中度耐药;二是耐药率

达100%抗菌药物中,抗生素有6类9种,化学合成

抗菌药物有3类4种,提示这些药物在临床预防或

治疗用药上效果差甚至不再具备药效;三是沙门氏

菌多重耐药菌株占比高,平均达到79%,且多重耐

药性在过去十余年间持续存在且呈现整体上升趋

势,从而增加治疗难度;四是以氨苄西林为代表的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均呈现出较

高的耐药率,且维持在较高的耐药水平;五是以环丙

沙星为代表的喹诺酮类化学合成药物虽然总体耐药

率不高,但较高的中介率说明沙门氏菌在环丙沙星

的持续诱导和选择压力下,更容易发展为耐药菌株,

提示耐药率有升高的风险。

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

深入研究沙门氏菌耐药机制,特别是针对那些耐药

率已达100%的抗菌药物,以了解其耐药性的产生

和传播途径,为开发新型抗菌药物或恢复现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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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提供理论依据;二是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关

于印发2024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3
个计划的通知》(农牧发〔2024〕10号)中的《2024年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建立精准而广泛的沙

门氏菌耐药监测体系,并及时将监测结果公布,以便

掌握沙门氏菌的耐药情况,建立对应防控策略,指导

临床科学合理用药,以降低细菌耐药性的风险。三

是加快研发抗菌药物替代产品,如单宁酸[34]、牛至

油[35]、噬菌体等,可为沙门氏菌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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