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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食源性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的分离及菌株特征分析

白向宁%!王红&!赵爱兰%!张正东&!李群&!熊衍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四川省自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自贡$?’!"""$

摘$要!目的$了解不同食品中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的流行情况#菌株特征及潜在致病性" 方法$对我国不同地

区采集的 !)) 份食品样品进行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分离鉴定!对菌株进行 $&01+$&02 基因分型#’#’等毒力基因检

测!并对菌株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X46V%分析" 结果$!)) 份样品中 ’’ 份 $&02 基因阳性!共分离出 %% 株非 0%)#

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其中 ! 株携带 $&02# 亚型!! 株携带 $&02’亚型!% 株携带 $&023亚型!’ 株不能分型&) 株携带
’405#$## 毒力基因!& 株携带 $.35基因!% 株携带 6#&,基因&X46V将 %% 株菌分为 # 个不同的 6V型!存在与溶血性

尿毒综合症患者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分离株$M-6,JYYSBIJUQZ QGUQTSDQ]STTDJ/IB789%:)!M-63L%及主要流行血清群产

志贺毒素大肠杆菌亲缘关系较近的 6V型别" 结论$我国食品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 0%)# 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污

染!部分菌株具有潜在致病性!应加强对食品中 6V3L的监测"

关键词!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 食品& 毒力基因& 多位点序列分型& 食品安全& 食源性致病菌& 大肠杆菌& 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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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 $ 6DI/JUŜIG,WTSZFBIG/
7$94’")94)# 9%:)"6V3L%是一类重要的食源性致病菌"
可引起人类水样腹泻’出血性肠炎及溶血性尿毒综
合征等疾病 (%) * 目前发现 ’"" 多种血清型的 6V3L

菌株可引起人类疾病"其中以0%)#hM#血清型为主*
6V3L的致病机制主要是前噬菌体编码的志贺毒素
$6DI/JUŜIG"6Û%* 此外"染色体上433毒力岛编码
的紧密粘附素’?" X9J致病性大质粒编码的肠溶血
素’433岛以外其他粘附相关基因如 &%0;’’<#1’$##’
=## 等"以及其他毒力相关因子如热稳定毒素
$326V%%’亚麻酶细胞毒素’过氧化物酶 $PJU1%等
也与 6V3L致病性相关 (&) *

6V3L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牛’羊’猪等是
6V3L的主要储存宿主"食用被污染的食品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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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性食品$肉类%是人感染 6V3L的重要途径* 研
究表明 (! e’) "世界许多国家的生肉’肉制品及乳类均
有不同程度的 6V3L污染* 本研究分别采集了北京
市’四川省自贡市农贸市场及超市的生肉$猪’牛’

羊’鸡’鸭’兔肉%’熟肉’卤肉’海产品’酸奶"对其进
行 6V3L检测分离并对菌株特征进行分析"旨在初
步了解我国食品中 6V3L流行情况及菌株特征"为
有针对性地预防控制通过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引起
相关疾病的流行与暴发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和标准菌株

样品来源&!)) 份不同种类食品样品于 &"%! 年
’’)’%%’%& 月分别采集自四川省自贡市和北京市不
同农贸市场及超市* 样品具体信息见表 %*

表 %$样品信息表

VJROQ%$5GCST]JUISG SCYJ]WOQY
食品种类 样品数$北京.四川自贡%

生牛肉 ’"$%) .&)%

生羊肉 %&$%& ."%

生猪肉 ##$## ."%

生鸡肉 %’$%’ ."%

熟肉$ %%&$" .%%&%

海产品 %*$%* ."%

酸奶$ %!$%! ."%

其他$ ?7$" .?7%

合计$ !))$%)" .&")%

$$标准菌株&大肠杆菌 0%)#hM# 394*!! $2VLL
’!7*)%作为 6V3L阳性对照菌株"由本室保存*
%:%:&$主要仪器与试剂

1L=仪$德国 6QGYS%"凝胶成像系统$美国 NIS,
=JZ%#LM=0XJ/JTVX3LL’LM=0XJ/JTVX6V3L培养
基均购自法国 LM=0XJ/JT"细菌基因组提取试剂
盒’& g>#?XJYUQTXÎ均购自北京康为世纪公司"
215&"3生化试剂条$法国 RISXoTIQF %̂ #1L=引物由
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合成"1L=产物纯化
及测序由北京天一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方法
%:&:%$6V3L菌株分离

参照美国农业部提出的肉类食品中非 0%)#
6V3L菌株分离鉴定方法()) "对肉类’海产品’酸奶共
!)) 份食品样品进行 6V3L分离鉴定"详细步骤如下*

增菌&称取 &) /不同食品样品接入到 &&) ]O改
良胰酶大豆肉汤中"!# k振荡培养 %7 i&’ D* 取
%:) ]O增菌液于 %:) ]O离心管"7 """ T.]IG 离心
! ]IG 集 菌" 弃 上 清 后 用 %)" !O4KYIY RFCCQT
$%"" ]]SO.4EJLO#%" ]]SO.4VTIY,MLO"WMj7:!#

% ]]SO.439V2"WMj*:"#%< VTIUSG s,%""%悬菌"
振荡使沉淀充分混匀"水煮 %" ]IG"%& """ T.]IG 离
心 %" ]IG"上清即为样品核酸*

$&01+$&02基因初筛&采用 $&01+$&02 双重 1L=方法
对标本增菌液制备的核酸进行 $&01+$&02 基因初筛"
$&01+$&02 双重1L=引物序列见表 &* 将 $&01+$&02 基因
筛 查 阳 性 标 本 分 别 涂 于 LM=0XJ/JTVX 3LL及
LM=0XJ/JTVX 6V3L选择性平板上"!# k培养 %7 i&’ D*

分离鉴定&LM=0XJ/JTVX 3LL及 LM=0XJ/JTVX

6V3L选择性平板上分别随机挑取 %" 个可疑大肠杆
菌样菌落"进行 $&01+$&02 单菌落 1L=鉴定"阳性菌
落接种4N培养基后"用215&"3生化鉴定条进行生
化鉴定"鉴定为大肠杆菌的菌株"1L=扩增 0%)# 抗
原翻转酶基因 "<370%)# $引物见表 &%"并结合 0%)#
血清凝集试验"判断菌株是否为 0%)# 血清群*
%:&:&$毒力因子检测
%:&:&:%$志贺毒素基因亚型分析

采用 6BDQFU[等提出的针对不同 $&0亚型特异核
酸序列的 1L=分型方法对 6V3L分离株 $&0亚型进
行检测"引物及条件参照文献(?)*
%:&:&:&$粘附基因及其他相关毒力基因检测

1L=检测紧密粘附素基因 ’#’"肠溶血素基因
’045"其他粘附相关基因 &%0;’’<#1’$##’=##"毒力相
关基因 #$&5’$.35’6#&,* 引物及退火温度见表 &*

表 &$$&0% .$&0& 及其他相关毒力基因检测的 1L=引物

VJROQ&$1L=WTI]QTYCST$&0% .$&0& JGZ SUDQTTQOJUI_Q_ITFOQGU/QGQY

基因 引物序列$)t,!t%
产物大
小.RW

退火温
度.k

$&01 222VL+LL2VVL+VV+2LV2LVVLV !#" )7
V+LL2VVLV++L22LVL+L+2V+L2

$&02 L2+VL+VL2LVL2LV++VVVL2VL2 &7! )7
++2V2VVLVLLLL2LVLV+2L2LL

’#’ VL22V+L2+VVLL+VV2VL2+VV ’7& )#
+V222+VLL+VV2LLLL22LLV+

"<370%)# 22VV+22+2VV+L+LV+22+LLVVV+ )"# ))
+2+V2L2VV++L2VL+V+V++2L2+

’<#1 +2+2LV+LL2+2+222+ ’#* )%
++V2VV+VV+L2V+VVL2+

$## L+V+2V+22L2++LV2VV+L %%* )&
2V++2L2V+LLV+V++L22L

&%0; 2V2LLV2LLV+LVLV++2VV+2 ?"& ))
VVLVV2LLV+2VLV+2V+L2+L

’405 ++V+L2+L2+22222+VV+V2+ % ))% )#
VLVL+LLV+2V2+V+VVV++V2

#$&5 LL2VL22L2L2+V2V2VLL+2 %%% ))
++VL+L+2+V+2L++LVVV+V

$.35 V2V++LVVLLLVL2VV+LL ))? ?"
V2V2+LV+VV+LVVLV+2L+

6#&, LVVLLV+VVLV+2VVLVVLV++ & %&) )?
22LVV2VVVLVL+L2VL2VLL

=## 2V+2++222L2V22V++L2++ !)" ?"
VLV++VL2++VL+VL22V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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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点序列分型$X46V%分析
用细菌基因组提取试剂盒提取菌株总核酸"采

用 789%:)X46V数据库 (#)提供的大肠杆菌 X46V分
型方案"选择 # 个管家基因 #@6’<./!’ (A";’)9@’
/@4’=."5’"’95"对菌株进行 X46V分型分析* 1L=
引物序列’反应体系’扩增条件及产物大小见参考
文献(7)* 1L=产物经纯化后"进行双向测序*
%:&:’$X46V序列分析

用 6QaXJG 55软件并结合菌株等位基因的正
反向序列图谱对等位基因序列进行拼接和校正"
将校正后的序列在 789%:)X46V数据库中进行比
对"受试菌株序列与库中菌株序列相似性为 %""<
时"认为等位基因序列号相同* # 个管家基因序列
号的组合即为该菌的 6V型 $YQaFQGBQUKWQ" 6V% *
对于未能完全匹配的序列"重复 ! 次确认无误后"
将该序列提交到数据库"审核后获得新的等位基
因序列号和相应的 6V型别号* 当菌株出现新的
等位基因型或等位基因出现新的组合时即出现新
的 6V型*

用 NISEF]QTIBYm’:" 软件"对食品 6V3L分离
株与 M-63L及 789%:)X46V数据库中所有人源的
流行血清群 0&?’0%"!’0%%%’0%&%’0%’)’0%)#
6V3L菌株的不同 6V型别构建最小生成树"分析菌
株之间的亲缘关系 (*) *

&$结果
&:%$食品中 6V3L菌株分离情况

本研究共采集 !))份肉类及其制品’海产品’酸奶
标本* 其中 ’"份生牛肉中有 &" 份$占 )"<%为$&02基
因阳性"从中分离出 ) 株携带 $&02 的 6V3L菌株"其中
& 株来自四川自贡生牛肉标本"! 株分离自北京市某
超市生牛肉样品#%& 份采集自北京市的生羊肉样品
中有 %" 份$&02 基因阳性"从其中 ! 份分离出 6V3L菌
株### 份采集自北京市的生猪肉样品中* 份 $&02基
$$$

因阳性$占 %%:#<%"从中分离出 & 株 6V3L#%%& 份来
源于四川省自贡市的熟肉标本中 ) 份 $&02 基因阳性"
并分离出 % 株携带 $&02 的 6V3L菌株#来源于北京市
的生鸡肉’海产品$鱼’虾’贝类%’酸奶"来源于四川自
贡的 ) 份兔肉及 ?! 份卤肉中均未检测出 $&01+$&02 基
因* 不同食品样品中 6V3L分离情况详见表 !*

表 !$不同品种食品样品中 6V3L分离情况
VJROQ!$1TQ_JOQGBQSC6V3LIG ZICCQTQGUCSSZYYJ]WOQY

食品种类 样品数
$&01.$&02

基因阳性率.<
6V3L菌株
分离率.<

生牛肉 ’" )":"$&" .’"% %&:)$) .’"%
生羊肉 %& 7!:!$%" .%&% &):"$! .%&%
生猪肉 ## %%:#$* .##% &:?$& .##%
生鸡肉 %’ ":"$" .%’% ":"$" .%’%
熟肉 %%& ’:)$) .%%&% ":*$% .%%&%
海产品 %* ":"$" .%*% ":"$" .%*%
酸奶 %! ":"$" .%!% ":"$" .%!%
其他 ?7 ":"$" .?7% ":"$" .?7%
合计 !)) %&:’$’’ .!))% !:%$%% .!))%

注&+其他,包括兔肉 ) 份’卤肉 ?! 份

$$1L=检测 %% 株 6V3L菌株 0%)# 抗原特异基因
"<370%)#均为阴性"并与 0%)# 抗血清均不凝集"说明
这 %% 株菌均为非 0%)# 6V3L*
&:&$毒力基因检测结果

$&01+$&02 基因检测结果表明"%% 株 6V3L分离
株均仅携带 $&02 基因 $见图 %%* $&02 亚型分析显
示"生牛肉的 ) 株 6V3L分离株中 ! 株携带 $&02# 亚
型"% 株携带 $&023亚型"% 株不能分型#& 株生猪肉
及% 株熟肉$熟猪肉%6V3L分离株均为 $&02’亚型#!
株生羊肉 6V3L分离株的 $&02 亚型均不能分型*

毒力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株生牛肉及 % 株熟
肉 6V3L分离株 $%!b+f6V"%’%!b+f6V"&%的 ’405’
$## 基因阳性"% 株生牛肉 6V3L分离株$%!b+f6V"!%
同时携带 ’405’$##’6#&,基因"& 株生牛肉 6V3L分
离株 $NHL1%!,’&’NHL1%!,’! %同时携带 ’405’$##’
$.35基因"其余菌株的毒力基因呈阴性"菌株毒力
基因检测结果详见表 ’*

表 ’$6V3L分离株毒力基因检测结果
VJROQ’$mITFOQGU/QGQYWTSCIOQYSC6V3LIYSOJUQYIG UDIYYUFZK

菌株编号 来源 $&02 亚型 ’#’ ’405 ’<#1 $## &%0; 6#&, $.35 #$&5 =## 6V型
%!b+f6V"%! 生牛肉 $&02# e @ e @ e e e e e %?%%
%!b+f6V"&! 熟猪肉 $&02’ e @ e @ e e e e e &"?
%!b+f6V"!! 生牛肉 $&023 e @ e @ e @ e e e ’%’)!!

NHL1%!,!’ 生羊肉 EV e e e e e e e e e &!
NHL1%!,!) 生羊肉 EV e e e e e e e e e &!
NHL1%!,!7 生羊肉 EV e e e e e e e e e &!
NHL1%!,’& 生牛肉 $&02# e @ e @ e e @ e e &?
NHL1%!,’! 生牛肉 $&02# e @ e @ e e @ e e &?
NHL1%’,!7 生牛肉 EV e e e e e e e e e %?%%
NHL1%’%’,% 生猪肉 $&02’ e e e e e e e e e ?’%
NHL1%’%’,& 生猪肉 $&02’ e e e e e e e e e !?%

注&!为分离自四川省自贡市食品样品中的 6V3L菌株"其余菌株分离自北京市的食品样品#!!为本研究中的新序列型#EV为不能分型$使用
已知 1L=分型引物检测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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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6V分析
X46V将 %% 株非 0%)# 6V3L分离株分成 # 个不

同的 6V型$见表 ’%"其中 %!b+f6V"! 出现新的等位
基因型 <./!)!7"属于新的序列型 6V’%’)* ! 株生羊
肉分离株均为 6V&! 型#) 株生牛肉分离株为 ! 种 6V
型"即 6V&?’6V%?%% 和 6V’%’)"且北京市和自贡市生
牛肉分离株存在相同的 6V型$6V%?%%%#! 株猪肉分
离株分别为 ! 种不同的 6V型*

采用 NISEF]QTIBY软件对 %% 株食品 6V3L分离
株与国际上 M-63L菌株’欧美国家人源主要流行
血清群 0&?’0%"!’0%%%’0%&%’0%’)’0%)# 6V3L菌
株的不同 6V型别构建最小生成树$见图 %%* 由图
& 可见"菌株 %!b+f6V"& 的 6V&"? 型别与流行血清
群 6V3L菌株的 6V%#77 型别形成一个克隆群’6V&?
型与 M-63L的 6V?## 型别形成一个克隆群 $具有
) 个或以上相同的等位基因序列型的集合%"仅有
$$$

& 个等位基因的差异"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其余
菌株的 6V型存在 ! 个或 ! 个以上等位基因的差异"
亲缘关系较远*

注&X为 94&""" 9E2XJT8QT#% i%% 为本研究

分离的 %% 株 6V3L菌株 1L=结果#%& 为阴性对照#

%! 为阳性对照菌株 394*!!

图 %$6V3L分离株 $&01’$&02 及 ’#’基因 1L=检测结果
fI/FTQ%$2]WOICIBJUISG WTSZFBUYSC$&01’$&02 JGZ

’#’/QGQYSC6V3LIYSOJUQY

注&每个圆圈中的数据代表一种 6V型"圆圈大小代表菌株数的多少"圆圈周围的阴影区域表示区域内的 6V型属于同一

克隆群$BOSGQBS]WOQ̂"LL% * 圆圈之间的粗’细实线分别表示 6V型相差一个或两个等位基因"虚线表示 6V型之间

存在 ! 个或以上等位基因差异* 圆圈内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 6V3L宿主来源

图 &$食品 6V3L分离株与 M-63L及人源流行血清型 6V3L菌株的 6V型最小生成树
fI/FTQ&$XIGI]F]YWJGGIG/UTQQSC6VYIG UDIYYUFZK"6VYCTS]UDQM-63LBSOOQBUISG JGZ SUDQTDF]JG 6V3LSC]JIG YQTSUKWQY

!$讨论
6V3L在许多国家的不同肉类食品中均检测到"

其流行情况随地区’食品类型’采样方式’食品处理及
加工方式’动物饲养条件等不同而存在差异* 不同国
家报道的肉类食品中 6V3L的分离率从 ’<到 #&<不
等(’"%") * 牛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最常食用的肉类之

一"是 6V3L重要的感染源"%*7& 年美国报道的全球
首起 6V3L0%)#hM#感染暴发就与食用未加热熟透的
牛肉汉堡有关* 本次研究从 ’" 份生牛肉样品中分离
出 ) 株 6V3L菌株$占 %&:)<%#而 7!:!<$%".%&%的
生羊肉样品检测出 $&02 基因"6V3L菌株分离率为
&)<"%%:#<的生猪肉样品 $&02 基因呈阳性"6V3L分
离率为 &:?<"说明我国市场上肉类在屠宰过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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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同程度的 6V3L污染* 此外"从熟猪肉样品中
分离到 % 株 6V3L菌株"说明熟肉也可能因加工处理
不当而污染 6V3L"应严格控制食品处理加工过程中
的卫生安全问题*

血清型检测分析发现本研究分离的 %% 株菌均属
于非 0%)# 6V3L"与本课题组之前对我国牦牛’健康
猪携带 6V3L的血清型调查结果一致(%" e%&) * 0%)#h
M#是 6V3L中主要的血清型"据估计"美国每年大约
有超过 #) """ 例的 6V3L0%)#hM#感染"平均 %# 次的
暴发(%!) * 但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监测数据显示"非
0%)# 6V3L感染的病例数超过了 6V3L0%)#"特别是
&"%% 年德国暴发 6V3L0%"’hM’疫情"波及欧美地区
的%? 个国家"导致 ’ """ 余人发病"其中 )" 余人死
亡"已引起全球的高度重视(%’) * 虽然我国 %*** 年出
现了 3M3L0%)# 的大规模暴发"并且自 &""" 年持续
开展 3M3L0%)#hM#的主动监测以来"持续存在
3M3L0%)#hM#的散发感染(%)) "但我国至今尚无非
0%)# 6V3L大规模暴发的报道* 这种非 0%)# 6V3L
在我国动物’食品中的高流行"而人群中低发病率的
原因"考虑与0%)# 6V3L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有效的
分离方法"并且我国目前尚未系统开展食品中非
0%)# 6V3L监测检验工作"缺乏本底数据有关*

志贺毒素是 6V3L的主要致病物质"通过与
+R! 受体结合"干扰细胞蛋白质的合成"导致细胞损
伤和死亡* 6Û包括免疫反应不交叉的两类毒素
6Û% 和 6Û&"分别由 $&01 和 $&02 基因编码* 研究表
明我国不同动物中携带不同 $&0基因型的 6V3L菌
株 (%% e%&) "而本研究中 %% 株食品 6V3L分离株都仅
携带 $&02 基因"提示食品中可能以携带 $&02 基因型
的 6V3L为主"可能与我国 6V3L0%)#hM#分离株的
以 $&02 为主的情况类似 (%?) * 但国内也有报道从食
品$牛肉%中分离到携带 $&01 基因的菌株 (%#) "说明
携带 $&01 的 6V3L菌株在我国食品中也存在* 志贺
毒素基因 $&01+$&02 存在不同亚型 (?) "如 $&01#’$&019’
$&01@’$&02#’$&029’$&02@’$&02’’$&02<’$&02"不同的亚型
除与宿主有关外"其对人的致病性也有所差异"如
$&02# 亚型与 ML’M-6 等疾病密切相关(%7) * 本课题
组分离的 %% 株 6V3L中检测出$&02#’$&023’$&02’亚型
基因"一方面说明食品中 6V3L分离株存在较大差异
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某些食品 6V3L分离株可能具有
较高的致病性* 此外"有 ) 株 6V3L分离株同时携带
溶血素基因’405及粘附基因$##"菌株 %!b+f6V"! 同
时携带 6#&,基因"菌株 NHL1%!,’&’NHL1%!,’! 同时携
带 $.35基因"提示这 ) 株 6V3L分离株具有潜在的致
病性* X46V分析显示 %% 株 6V3L菌株分为 # 个 6V
型"其中存在一个新的 6V型$ 6V’%’)%"说明我国食

品中 6V3L菌株具有遗传多样性"并且菌株具有一定
的地域特点* 通过与致病株 M-63L及人源主要流行
血清群 6V3L菌株 X46V分析发现"本次食品 6V3L
分离株中存在与致病株及流行株亲缘关系相对较近
的菌株"结合菌株携带的毒力基因"推测其对人具有
一定的致病潜力* 因此"我国应加强不同食品中不同
血清型 6V3L监测"发展 6V3L菌株甄别的分子标志"
严格监督食品加工’生产’包装’储存过程中卫生安全
问题"预防通过摄入被污染的食品引起 6V3L食源性
疾病的暴发及散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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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94)# 9%:)IG KJ8Y$;%$(".--)’-$%CTS]UDQ>IG/DJI,VIRQUJG

1OJUQJF"LDIGJ(H)(14S6 0GQ"&"%!"7$?% &Q?))!#(

(%&)$X3E+>"N25sE"bM2024"QUJO(LDJTJBUQTI[JUISG SC6D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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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年广州市海珠区不同来源副溶血性弧菌

分离株血清分型及耐药性研究

吴琪%!伦嘉欣&!许少洪%!李映霞%!黄芳%!曾雅%

!%(广州市海珠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广州$)%"&77# &(广东医学院公卫学院"广东 东莞$)&!7"7$

摘$要!目的$了解近年来广州市海珠区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分离株#散发腹泻病人监测分离株#外环境分离

株的血清分型及耐药现状" 方法$&"%%(&"%! 年 ?% 株副溶血性弧菌!包括 %# 株食物中毒菌株#&# 株散发腹泻病

人菌株#%# 株外环境监测菌株!对其进行生化鉴定#血清分型及药敏试验" 结果$%# 株食物中毒分离菌株!共分 ?

个血清型!0!hP?共 %& 株$#":?<%&&# 株散发腹泻病人分离菌株!共分 %" 个血清型!0!hP?共 %# 株$?!:"<%&%#

株外环境分离菌株!共分 %% 个血清型!其血清型分布分散" ?% 株菌株出现两重耐药 ! 株!三重耐药 % 株" 结论$

广州市海珠区食物中毒#腹泻病人中主要流行的血清型是 0!hP?!不同来源的分离株存在不同程度的抗生素耐药"

关键词!副溶血性弧菌& 血清分型& 耐药& 食源性致病菌& 分型& 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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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溶血性弧菌 $*)3")%=#"#4#’/%:A&)9.$"m1%是 革兰氏阴性嗜盐细菌"属于弧菌科弧菌属* %**? 年
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 0!hP?新血清型的流行"形
成了所谓的 0!hP?大流行克隆"并以其高感染力和
蔓延能力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该菌首先在印度
加尔各达’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流行"随后蔓延到世
界多数沿海国家包括美国’智利等* 我国食源性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