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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革蘭氏陽性桿菌 

 厭氧菌 

 孢子(惡劣環境) 

 兩種毒素 

      ToxinA 

      ToxinB 

 3%正常成年人腸胃道帶有此菌 

                      無毒素(不致病) 

 

Clostridium difficile 



 廣泛使用抗生素             殺死腸道益生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CDI)        

 CDI症狀包括腹瀉、偽膜性腸炎、巨腸症 

   嚴重會導致敗血症甚至死亡 

 復發性感染機率高(20~30％) 

      

病理學 



 

 

 

 

 

 

 Toxin A:腸毒素，使細胞糖基轉換酶機轉受損，造成細胞actin 
失去功能           表皮間隙增加、通透性上升 

 

 Toxin B:細胞毒素，造成腸上皮細胞的變形、死亡、腸壁壞死 

致病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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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genesis - C. difficile infection 
caused pseudomembrane colitis 



＊使用抗生素 

 

 

 

 

 

 

 老年人(> 65 歲) 

 免疫力低下 

 醫療院所及長照安養機構(院內感染) 

 

 

 

 

 

 

 

 

危險因子 



  症狀產生可能使用抗生素療程第一天或者 

  結束後的十個星期 

輕度感染 
 水瀉、有時會帶血絲(一天3次以上) 

中度感染 
 腹瀉合併發燒 

 下腹部絞痛 

重度感染 
 偽膜性腹膜炎 

 毒性巨結腸症 

 腸道穿孔 

 死亡 

症狀 



檢體來源：水狀、鬆散、不成形糞便 

菌株培養分離：為最直接證據 

＊選擇性培養基： 

    AnBAP 

       CCFA ( Cycloserine Cefoxitin fructose  agar) 

＊ 診斷時間 > 48 hours                                

診斷方法 



細胞毒素中和試驗：診斷時間24~48 hours 

       糞便檢體濾出物              抗毒素抗體       

                                           

                                         產生細胞毒性             中和毒性 

        組織培養皿                                                    (陽性) 

       (fibroblast)                                                                    

  細胞培養暨毒素試驗：診斷時間 > 96 hours 

＊糞便培養 

＊細胞毒素中和試驗 

＊黃金標準 

 

 

診斷方法 



酵素免疫分析法(EIA)檢測：診斷時間 < 1 hour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assay (GDH)  

＊C. difficile 的特異性抗原 

＊敏感度高                                     

＊特異性低 

  Toxin A and Toxin B 

＊Toxin A,Toxin B or both 

＊特異性高 

＊敏感度低 

 

 

 

 

 

診斷方法 



核酸放大試驗(NAAT)：診斷時間 1~1.5 hour 

Real-time PCR  

＊tcdB   

＊tcdB+ tcdC gene deletion(NAP1/BI/027)強致病菌株 

＊定量PCR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LMAP) 
＊tcdA/tcdB  

＊恆溫增幅 

＊高專一性，形成loop構造 

 
 

 

診斷方法 



 

診斷方法比較 



診斷流程 



 

＊接觸隔離 

 

＊加強手部衛生 

 

＊醫療院所環境清潔 

 

＊限制抗生素使用 

預防與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