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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宁波地区食品中致病菌监测与流行株分析

徐景野%!闫鹏%!杨元斌%!章丹阳%!胡荣华&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 宁波$’%*)%)# &(宁波市卫生监督所 浙江 宁波$’%*)%)$

摘$要!目的$了解宁波地区食品中致病菌检出情况和菌株的耐药性!发现其流行优势菌" 方法$致病菌检测采

用直接分离与增菌分离相结合的方法&细菌鉴定采用生化筛检和 ,.4等方法&细菌分型采用诊断血清和 .W78基因

分型&药敏试验采用 Z/Q法!耐药基因检测采用 .0<法" 结果$+ "%& 份食品样品中检出目标菌 # 类 %& 种!共
& ’’% 份!检出率为 ’!=&&e!致病性弧菌检出数最高!其次为沙门菌和致病性气单胞菌" 副溶血性弧菌与其他致病

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t)=)%%!分离出 %) 个血清群和 &> 个 .W78型!其中 U+#U* 血清群和 .W78% 型是副溶血

性弧菌的主要优势流行型" 检出的致病菌对大多数抗生素敏感!其中 ’ 株气单胞菌为带 ’’--耐药基因的多重耐药

菌" 结论$宁波地区食品中致病菌种类较多!易引起食源性疾病&各类致病菌均有流行优势株!副溶血性弧菌是最

主要的流行优势株&血清分型和 .W78型能发现优势菌!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食品& 食源性致病菌& 鉴定& 分型& 耐药性& 流行株&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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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U将食源性疾病定义为凡是通过摄食进入
人体内的各种致病因子引起的*通常具有感染性质
或中毒性质的一类疾病) 目前已知的食源性疾病
大约有 &*) 多种"其中有 "*e由病原微生物引起"

尤以细菌性食物中毒最为普遍"其临床表现主要为
腹泻"该类疾病是宁波市最常见的夏秋季感染性疾
病"有很高的发病率"受到政府和消费者的广泛关
注) 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和国际食品贸易的日益
扩大"危及人类健康*生命安全的重大食品安全事
件屡屡发生"是食品安全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 ’%( ) 监测食品中致病菌污染或携带程度"是保障
食品安全和控制食源性疾病的重要手段) 本课题
组开展食品中致病菌污染检测"了解食品中致病菌
种类*携带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流行优势株"为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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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种类与来源

从宁波地区 %% 个县 $市%区的部分农贸市场*

超市和饭店$酒店%采集海产品 ’ *&* 份$其中包括
牡蛎*毛蚶*蚶子*海瓜子*蛏子*圆蛤*花蛤*芝麻
螺*肉螺*海虾*泥螺*杂鱼等 %& 种 %#淡水产品
%+> 份$鲫鱼*扁鱼*塘鱼等 ’ 种%#生肉样品 % #*+

份$猪肉*牛肉*鸡肉*羊肉等 ! 种 %#腌制水产品
%"* 份$腌制泥螺*蟹糊等%#熟食制品 ’*) 份#冷冻
饮品 %!# 份*饮料 %%’ 份*奶粉 +# 份*豆制品%#% 份*

生食蔬菜 %+# 份及酒店的冷菜或沙拉 %+& 份"共采
集 + "%& 份样品) 由专业人员无菌采集*定型包装"

在保质期内检测)
%=%=&$主要仪器与试剂

-FKNM]B[BHM]梯 度 .0<扩 增 仪 $美 国 8aaM/
L^\]C% "脉冲场凝胶电泳仪*iM]KFd\B凝胶成像系
统均购自美国 QG\/<F̂"拍打式均质器) 亚硒酸盐
胱氨酸增菌液 $ ;0% *四硫磺酸钠煌绿增菌液
$55Q% *79增菌液*’=*e氯化钠碱性蛋白胨水*
Q\HN\L 肉汤*#=*e氯化钠增菌液*;; 琼脂*麦康凯
琼脂*伊红/美蓝琼脂*50Q; 等均购自北京陆桥技
术有限公司"沙门菌诊断血清*志贺菌诊断血清均
购自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溶血性弧菌
-U.分群血清$日本生研力生株式会社% "-2琼脂
及抗生素药敏纸片$英国 U6U4d% "蛋白酶 Z$美国
;GXEF% "限制性内切酶 X)=4和 82’ 4均购自日本
5FZF<,"肠道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宁波天润生物
药业有限公司% "&)8生化鉴定试剂条 $法国生物
梅里埃% "d9,提取试剂*.0<反应试剂均购自大
连宝生物公司 $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显色培养基
$郑州博赛生物制品研究所% )
%=&$方法
%=&=%$检测项目

本研究检测沙门菌*志贺菌*肠出血性大肠埃
希菌 U%*#&2#*致病性弧菌 $霍乱弧菌*副溶血性
弧菌*创伤弧菌等 %) 种 % *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
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阪岐肠杆菌*空肠弯曲菌及致
病性气单胞菌 $嗜水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菌等
" 种% )
%=&=&$食源性致病菌分离与鉴定

沙门菌*志贺菌*空肠弯曲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阪岐肠杆菌*大肠埃
希菌检测参照国标方法进行 ’ &/> ( "副溶血性弧菌

检测参照过筛法 ’ %)/%% ( "致病性气单胞菌筛检参照
全国临检规范 ’ %&/%’ ( ) 检测采用直接分离与增菌
分离相结合的方法"增菌分离称取食品样品 &* X

和 &&* EH增菌液加入到显色培养基或选择性培
养基进行分离#鉴定采用从分离平板上挑取可疑
菌落"转种于营养琼脂平板分纯"用氧化酶归类"
典型生化筛选符合"最后用 ,.4生化鉴定条确定
细菌类别) 对沙门菌*志贺菌*致泻性大肠杆菌*
U% 群和 U%’> 霍乱弧菌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
菌进行血清分型)
%=&=’$药敏试验

采用 R2U推荐的 Z/Q法进行) 药敏试验的质
控方法和结果判定按照 &))" 版美国临床和实验室
标准化研究所$03;4%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执行标
准 ’%!(执行#产超广谱 !/内酰胺酶$8;Q3%表型确证
用03;4推荐的纸片扩散法"头孢噻肟 ’) #X*头孢他
啶 ’) #X*头孢噻肟@克拉维酸 ’)@%) #X*头孢他啶@

克拉维酸 ’)@%) #X#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500
&*>&&%*金黄色葡萄球菌$,500&*>&’%*铜绿假单
胞菌$,500&#"*’%#对耐药菌株用 .0<检测 %% 种
耐药基因"+ 种 !/内酰胺酶类耐药基因 $26’07<9*
26’0(9PE*26’03OJC*26’0Z8%C*26’0Z8%E*26’0N3<CM
(%I,0E%** 种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 ’ ’’-$ G %01*
’’S,* %NO%E* ’&> $ G %01’ $ ’&>%C %* ’’-$ G %011’
$’’-(E%(和磺胺类耐药基因)
%=&=!$脉冲均凝胶电泳$.W78%分型

参照美国 .PHKM/9MN.W78分子分型标准化实验
室操作规程进行 .W78分型 ’%*( "分子量标记沙门菌
$参考菌株 2>"%&%由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
生物室惠赠) 挑取菌株新鲜培养物加入蛋白酶 Z
制胶块"用 %e7\Ĥ,XF]\KM$含 %e;d;%等体积混合
蛋白消化"切 % f’ EE胶块"浸入 %*) #H酶切体系
中$其中含 82’"酶 *) S%"’# k过夜) 将胶块放入
已加入 )=* m5Q8缓冲液的电泳槽中) 电压 + i@BE"

电泳时间 %> D"脉冲参数$& f%) K"%’ D#&) f&* K"
+ D%) 电泳温度 %! k) 电泳结束后"将凝胶取出"
)=* #X@EH的 7\Ĥ‘GMb染色 ’) EGL"去离子水脱色
’) EGL"凝胶成像仪读胶分析)

&$结果
&=%$检出情况

+ "%& 份食品样品中有 & ’’% 份食品样品检出
沙门菌*志贺菌*致病性弧菌$副溶血性弧菌*非 U%
群霍乱弧菌*拟态弧菌*溶藻弧菌等 ! 种%*致病性
气单胞菌$啫水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菌*豚鼠气单
胞菌等 ’ 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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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检出率为
’!=&&e) U% 群和 U%’> 群霍乱弧菌*梅氏弧菌*美
人鱼弧菌*创伤弧菌等致病性弧菌"简达气单胞菌*
舒伯特气单胞菌*中间气单胞菌等致病性气单胞
菌"侵袭性大肠杆菌*产毒性大肠杆菌*肠聚集性大
肠杆菌等致泻性大肠杆菌"阪岐肠杆菌*空肠弯曲
菌等均未检出) 各监测点食源性致病菌检出情况"
见表 %#食源性致病菌在样品中的分布情况"见表 &)
检出的食源性致病菌以副溶血性弧菌最高"检出率
为 &&="+e$% **#@+ "%&%"占检出致病菌的 ++=#>e
$%**#@& ’’%%"与其他致病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Nt)=)%%)

表 %$食源性致病菌检出情况
5FIHM%$<MXG\LFĤGKN]GIPNG\L \CaFND\XMLK̂ MNMBNM̂

GL C\\̂ GL 9GLXI\
检测地点 检出数@份 检出株数@株 检出率@e
海曙 *&’ %’& #=+"$*&’ @+ "%&%
江东 +)! %+> "="#$+)! @+ "%&%
江北 #%> &*" %)=**$#%> @+ "%&%
鄞州 #!& &"’ %)=">$#!& @+ "%&%
镇海 +’& %#+ >=&"$+’& @+ "%&%
北仑 *)# %!* #=!!$*)# @+ "%&%
慈溪 !#) %&& +=>)$!#) @+ "%&%
余姚 #"* ’%& %%=*&$#"* @+ "%&%
奉化 *’) %!+ #=#"$*’) @+ "%&%
宁海 ++& &"+ >=#&$++& @+ "%&%
象山 +’" ’)& >=’#$+’" @+ "%&%
合计 + "%& & ’’% %))=))$+ "%& @+ "%&%

表 &$食品样品中致病菌检出情况
5FIHM&$dGKN]GIPNG\L \CKM‘ML _GL^K\CaFND\XMLGBIFBNM]GFGL ^GCCM]MLNC\\̂

食品类别
样品数
@份

检出数@份$检出率@e%

金黄色葡萄
球菌

致病性
弧菌

沙门菌
致病性气
单胞菌

单增李斯
特菌

志贺菌
致泻性大肠
杆菌

海产品 ’ *&* "$)=&’% % #+)$!>=>’% ’+$%=)&% %&)$’=!)% %*$)=!’% )$)% )$)%

淡水产品 %+> &$%=%"% &)$%%="’% &$%=%"% &+$%*=’"% )$)% %$)=*>% )$)%

生猪肉 "&* ’)$’=+!% %+$%=>!% ")$>=#)% "$)=>#% &)$&=!&% )$)% ’$)=’+%

生牛肉 ’*) %)$&="+% "$&=&>% &"$"=))% )$)% )$)% )$)% )$)%

生鸡肉 !"+ "$%=+*% ’$)=+&% *)$%)=&>% &$)=!%% !$)="&% )$)% )$)%

生羊肉 >* +$+=’&% )$)% %&$%&=+’% )$)% )$)% )$)% )$)%

腌制产品 %"* )$)% )$)% )$)% )$)% )$)% )$)% )$)%

奶粉 +# )$)% )$)% )$)% )$)% )$)% )$)% )$)%

冷冻饮品 %!# &$%=’+% )$)% )$)% )$)% )$)% )$)% )$)%

饮料 %%’ )$)% )$)% )$)% )$)% )$)% )$)% )$)%

生食蔬菜 %+# )$)% )$)% )$)% "$!=#>% ’$%=")% )$)% )$)%

熟食制品 ’*) %+$!=*#% ’$)="+% )$)% )$)% )$)% )$)% )$)%

豆制品 %#% %)$*="*% )$)% )$)% )$)% )$)% )$)% )$)%

冷菜 %+& )$)% %$)=+&% )$)% )$)% )$)% )$)% )$)%

&=&$血清分型
**) 株副溶血性弧菌随机从各监测点选取

*) 株"分为 %) 个血清群"见表 ’#&)" 株沙门菌分为
%* 个血清型"见表 !#% 株志贺菌为福氏 &F志贺菌#
’ 株致泻性大肠杆菌为 & 株 U%%>*% 株 U%&")

表 ’$**) 株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分型情况

5FIHM’$;M]\N[aM̂ GKN]GIPNG\L \C**) KN]FGLK\CJ;&’$’>’5:)6#=?-@Q

血清群 检出株数@株 检出数@份
U% !> !>
U& +) +)
U’ %" %"
U! *& *&
U* "’ "’
U+ >* >*
U# ’+ ’+
U> !% !%
U%) &" &"
U%% +" +"

未定型 ’) ’)

&=’$药敏试验
对 #+) 株副溶血性弧菌*&)" 株沙门菌*%+! 株

$$$ 表 !$&)" 株沙门菌血清分型情况

5FIHM!$;M]\N[aM^GKN]GIPNG\L \C&)" 3’6:)!566’ KN]FGLK
血清型 检出株数@株 血清型 检出株数@株
肠炎 &+ 斯坦利 %)

德尔卑 ’) 汤卜逊 ’

鸭沙 + 圣保罗 %&

阿贡纳 %" 布利丹 "

猪霍乱 & 伦敦 %’

波茨坦 %& 纽波特 "

鼠伤寒 %* 未定型 ’+

山夫登堡 >

气单胞菌*’ 株致泻性大肠杆菌*>& 株金黄色葡萄球
菌*!& 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 % 株志贺菌分别
进行药敏试验"菌株对大多数抗生素敏感"但对氨
苄西林等青霉素类抗生素有一定的耐药性"见图 %)

有 ’ 株致病性气单胞菌耐氨苄西林*氯霉素*头孢唑
啉*环丙沙星等多种抗生素"为多重耐药菌) 检出
’’--*26’07<9和 Q@66耐药基因"见表 *)
&=!$副溶血性弧菌 .W78分型

选每监测点检出的副溶血性弧菌 ’) 株"共
’’) 株"经制胶*酶切*电泳"菌株的 d9,片段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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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F]_M]#%&26’07<9#&&Q@66#’&’’--

图 %$耐药基因阳性图谱
WGXP]M%$8HMBN]\aD\]MKGK]MKPHN\CaFND\XMLGBIFBNM]GF

bGND ]MKGKNFLBMXMLMa\KGNG‘M

$$$

良好 分 离) &> 个 .W78型 分 布 见 表 +) 根 据
5ML\‘M]的同源性判定标准 ’%+( "各菌株图谱间 d9,
条带数量和位置完全相同为同一型别"若有 % 条
或 % 条以上的条带差别"即判为不同的型别"以阿
拉伯数字表示"如 % f’ 条带差异说明菌株间有相
近关系"只有单基因的改变#如有 ! f+ 条带差异
表明菌株间可能亲缘关系相对较远".W78条带用
丹麦 QG\LPEM]GBK!=+ 版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见
图 &)

表 *$菌株的抗生素药敏试验结果$e%

5FIHM*$,LNGEGB]\IGFHKMLKGNG‘GN[]MKPHNK\C# _GL^K\CaFND\XMLGBIFBNM]GF

抗生素名称
耐药率

副溶血性弧菌
$ ! :#+)%

沙门菌
$ ! :&)"%

气单胞菌
$ ! :%+!%

志贺菌
$ ! :%%

致泻性大肠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单增李斯特菌
$ ! :!&%

氨苄西林 *)=#>$’"+ @#+)% *#=+>$%&) @&)"% "&=>’$%’+ @%+!% %))$% @%% ++=+#$& @’% %)="#$%) @>&% %%=>)$* @!&%
氨苄西林@舒巴坦 )=))$) @#+)% )=))$) @&)"% %"=&>$’) @%+!% )$) @%% )=))$) @’% )=))$) @>&% )=))$) @!&%
哌拉西林 )=))$) @#+)% *!=’’$%%’ @&)"% ’=++$+ @%+!% )$) @%% )=))$) @’% &"=&+$&+ @>&% )=))$) @!&%
头孢唑啉 )=))$) @#+)% )=))$) @&)"% ’=)*$* @%+!% )$) @%% )=))$) @’% )=))$) @>&% )=))$) @!&%
头孢噻肟 )=))$) @#+)% )=))$) @&)"% %="’$’ @%+!% )$) @%% )=))$) @’% )=))$) @>&% )=))$) @!&%
头孢曲松 )=))$) @#+)% )=))$) @&)"% )=))$) @%+!% )$) @%% ’’=’’$% @’% )=))$) @>&% )=))$) @!&%
头孢他啶 )=))$) @#+)% )=))$) @&)"% %="’$’ @%+!% )$) @%% )=))$) @’% )=))$) @>&% )=))$) @!&%
亚胺培南 )=))$) @#+)% )=))$) @&)"% )=))$) @%+!% )$) @%% )=))$) @’% )=))$) @>&% )=))$) @!&%
氨曲南 )=))$) @#+)% )=))$) @&)"% &=!!$! @%+!% )$) @%% )=))$) @’% %=)>$% @>&% )=))$) @!&%
庆大霉素 )=))$) @#+)% >=%’$%> @&)"% )=))$) @%+!% )$) @%% ++=+#$& @’% )=))$) @>&% )=))$) @!&%
阿米卡星 )=))$) @#+)% *=&>$%% @&)"% %="’$’ @%+!% )$) @%% )=))$) @’% )=))$) @>&% )=))$) @!&%
四环素 )=))$) @#+)% )=))$) @&)"% !=""$" @%+!% )$) @%% ’’=’’$% @’% )=))$) @>&% )=))$) @!&%
强力霉素 )=))$) @#+)% &>="%$%%) @&)"% ’=++$+ @%+!% )$) @%% )=))$) @’% )=))$) @>&% )=))$) @!&%
萘啶酸 )=))$) @#+)% )=))$) @&)"% )=))$) @%+!% )$) @%% )=))$) @’% )=))$) @>&% )=))$) @!&%
环丙沙星 )=))$) @#+)% )=))$) @&)"% &=!!$! @%+!% )$) @%% )=))$) @’% &=%#$& @>&% )=))$) @!&%
诺氟沙星 )=))$) @#+)% )=))$) @&)"% )=))$) @%+!% %))$% @%% )=))$) @’% )=))$) @>&% )=))$) @!&%
氯霉素 )=))$) @#+)% )=))$) @&)"% &%=>*$’+ @%+!% )$) @%% )=))$) @’% )=))$) @>&% )=))$) @!&%
复方 ;-1 %%=#%$"> @#+)% &+=>&$*+ @&)"% !&=+"$#) @%+!% %))$% @%% ’’=’’$% @’% >=#"$> @>&% )=))$) @!&%

表 +$不同地区食品样品中副溶血性弧菌 .W78型$株%

5FIHM+$.W78aFNNM]LK\CJ;&’$’>’5:)6#=?-@QC]\EC\\̂ GL ^GCCM]MLNF]MFK\C9GLXI\
菌株
来源

.W78型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鄞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慈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象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论
检测食品中致病菌种类*了解污染状况及主要

流行菌株是评估食品安全的关键 ’%#( ) 检测显示宁
波地区零售的农副产品和熟肉制品*企业生产的冷
冻食品与饮料*饭店宾馆制作的冷菜等 &" 种食品

+ "%& 份样品检出致病菌 # 类 %& 种"检出率为
’!=&&e"高于席昭雁等 ’)=>*e报道 ’%"( "表明宁波
地区食品受食源性致病菌污染严重) 副溶血性弧
菌是宁波市主要食源性致病菌"其次是沙门菌*致
病性气单胞菌) 摄食受致病菌污染的食品"是诱发
或引起宁波地区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应引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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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食品中检出的副溶血性弧菌 .W78聚类树状图
WGXP]M&$.W78BHPKNM]GLXN]MM\CJ;&’$’>’5:)6#=?-@QC]\EC\\̂

注 ’%>( ) 据此认定"控制食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携带
或污染"能有效减少食源性疾病在宁波地区的发生)

血清分型显示"&)" 株沙门菌分出 %* 个血清
型"未检出传染性和致病性较强的伤寒*副伤寒沙
门菌) 志贺菌检出 % 个血清型#致泻性大肠杆菌检
出 & 个血清型#**) 株副溶血性弧菌"分为 %) 个血
清群"U+ 群和 U* 群为优势血清群"与病人中 U’ 群
为优势血清群不同 ’&)( ) 但检出一定数量的 U’ 群副
溶血性弧菌"提示食品仍是引起副溶血性弧菌食物
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应加强监测) 其他
致病菌由于缺少血清而未作分型)

对致病菌进行分型"发现流行优势株"为追踪
传染源和疾病的防控提供重要的依据) 血清分型
虽然能从血清型中发现流行优势型而进行溯源"但

由于流行优势株有动态变化特征"使血清分型变得
复杂#其次是血清学分型显示的仅仅是表型特征"

虽能区分致病株与流行优势型"但其可靠性和重复
性不佳"分型率及分辨力不高"操作费时"且无法确
定是否为同一起暴发事件及菌株间的亲缘关系"因
此"不适用于致病菌的追踪#很多菌株当抗原位点
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发生突变出现新的血清型
时"就可能给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和溯源带来
困难) 因此"血清学虽能获得分型结果"但在追踪
致病菌来源以及确定暴发性感染菌株特征等方面
仍受到一定的制约"难以满足流行病学和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的需求)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开
发出了多种分型方法".W78分型被认为是细菌分
子流行病研究的-金标准. ’&%( ) 本文用该分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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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株副溶血性弧菌分为 &> 个型"依据同源性判
定标准"% 型菌株数最多$**@’’)%为优势流行型"其
他各型在 # f&) 株之间"与食物中毒病人株 % f& 个
.W78型相比 ’&&( "显示出食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
.W78型别较为分散"可能是环境株副溶血性弧菌
的特征"且大多数菌株不带 =S> 和 =$> 基因"因此"认
为食品株副溶血性弧菌大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但
确切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细菌的耐药性问题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检测显示"食品中分离
的 菌 株 对 ,-.和 复 方 ;-1 耐 药 性 较 高
$>&=+!e% "而对其他抗生素有较高敏感性"与叶
茂华等 ’&’(副溶血弧菌对 ,-.有 ">=&>e$&* @&"%
耐药的调查结果相似"但不同于宁波地区 &))# 年
检测的 ’#e菌株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耐药结
果 ’&!( ) 说明细菌的耐药性是动态变化的"耐药性
差异可能由不同地区*医院使用抗菌素的习惯*经
验用药的种类及菌株来源不同等因素综合所致)
本次调查表明所分离菌株对 !/内酰胺类*氨基糖
苷类*喹诺酮类都较敏感"故临床治疗用药上可有
较多的选择) 氨苄西林的高耐药性提示应该加强
对水产品使用抗生素的限制"若长期超量使用抗
生素和抗菌药物"势必造成细菌耐药基因转移*抗
药性增加*药物残留等严重后果) 同时应密切关
注副溶血性弧菌的耐药状况"为预防和控制副溶
血性弧菌引起的感染性腹泻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食品中携带的致病菌有限"加上有些菌株
的生化反应不稳定 $如副溶血性弧菌等% ’&*( "重复
和系统鉴定会增加工作量和延长检测工作周期"而
分离致病菌是进行风险检测的关键) 为此本研究
采用典型生化分步筛检方法"对可疑菌落先用氧化
酶和无盐进行初筛"划分细菌的归属"再用蔗糖*葡
萄糖产气*+e 9F0H蛋的胨水*阿拉伯胶糖 ! 项试验
复筛"以区别其他弧菌和气单胞菌等细菌"最后经
系统生化鉴定确认) 结果筛检菌株与鉴定确认菌
株的一致率达 %))e"表明分步筛检有较好的实用
性及较高的准确性) .0<能快速发现样品中的目
标菌基因"提高检测速度和检出率"但需创建合适
的检测平台#显色培养基方便获得目标菌"分步生
化筛简化了系统生化鉴定的步骤"加快了检测速
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实验室开展食品致病
菌监测工作的能力"具有切实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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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 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乳
制品的安全就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同时
也是食品监督管理部门重点监测的内容之一) 硫
氰酸盐是牛乳中固有的一种代谢物质"所以牛乳

中会存在一定的本底值) 我国曾于 %>>* 和 %>>+
年公布了使用过氧化氢/硫氰酸钠体系用于原料乳
保鲜的相关标准 ’%/&( ) 但由于其对碘吸收的影响*
对婴儿的潜在风险 ’’(以及不法商贩的滥用"我国
&))# 年公布 7Q&#+)!&))#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
生标准, ’&(取消了硫氰酸钠的保鲜用途"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 年
%& 月 %& 日明确规定乳及乳制品中的硫氰酸钠属
于非法添加物质"但未出台相应的检测方法和限
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