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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苏州地区肉及其制品的掺假情况，通过对肉类种源与标签明示肉源进行比对，鉴别摻假食品，为
加强食品标签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运用自建的动物源性食品种源判定 Ｔａｑｍａｎ 实时荧光 ＰＣＲ 检测体系对苏州地区

的肉及其制品进行种源判定，与标签明示肉源进行比对，鉴别摻假食品。 结果　 本次调查共检验涉及 ３２ 个生产单位

的 ９０ 份样品，总不符合率为 ２５ ６％ （２３ ／ ９０）。 检测的 ４４ 份牛肉及其制品中有 １２ 份与标签不符，８ 份用猪肉部分替代

牛肉，１ 份以鸭肉部分代替牛肉进行销售；此外有 ３ 份不含有牛肉成分，存在猪、鸡、鸭源性肉类之外的肉类成分。 共

检测羊肉及其制品 １６ 份，有 ２ 份用鸭肉代替羊肉出售，３ 份羊肉样品中掺入了部分猪成分，其中１ 份样品还存在单个

样品掺杂两种外源肉类的现象（猪源性和鸭源性）。 检测猪肉及其制品 １９ 份，其中 ２ 份样品含有标签未注明的鸡肉

成分。 在所检测的 １１ 份混合肉类样品中有 ４ 份成分与标签不符，主要是以廉价的鸡肉取代 ／ 部分取代相对高价的牛

肉和猪肉。 结论　 肉制品掺假情况明显，用猪肉、鸭肉部分代替牛肉和羊肉仍是主要的掺假手段，牛肉掺假样品主要

是熟制牛肉制品，而火锅食用羊肉卷样品则是羊肉掺假高危品，开展肉制品摻假检测对规范肉制品市场具有积极意

义。 此外，３ 份未知种源成分的牛肉样品提示在现有检测基础上还需扩大检测范围，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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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检测技术的不断

完善和更新，食品掺假的手段也在不断提高。 以低

价值的原料完全或部分替代高价值原料，再在掺假

的肉类中加入各种香精基料，使消费者不能从感官

上鉴别。 由于这种食品掺假方法具有隐蔽性，监管

部门缺乏相应高效、快速的检测方法，因此被不法

商贩使用［１］。 Ｈｓｉｅｈ 等［２］用免疫试剂从 ９０２ 种食品

中分别检出 １５ ９％ 的生肉类食品及 ２２ ９％ 的熟肉

类食品中含有未标明的动物肉类成分。 ２００６ 年，
Ａｙａｚ 等［３］对 １００ 种肉类食品的调查发现，２２ ０％ 含

有未标明的其他肉类成分，其中大部分是以禽肉类

代替牛肉掺假。 由于替代成分通常与被替代成分

在生化、理化、感官性质上极其相似，加之食物本身

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使得常规检测方法如电泳、免
疫学技术、色谱技术、传统 ＰＣＲ 等多有不足，如灵敏

度低、周期长、费时费力［４ － ７］，也成为食品质量安全

保障方面的技术瓶颈。
为加强食品标签管理，预防食物掺假，保护消

费者利益和健康，打击不法商贩，保障食品安全和

质量，现运用前期所建立的猪、牛、羊、鸡和鸭源性

成分检测体系（通过市售食品的检测，证实可以用

于检测不同加工处理的肉类［８ － １０］ ）对苏州地区的肉

制品进行动物源成分的种源判定，与标签明示肉源

进行比对，鉴别食品掺假，了解苏州地区肉及其制

品的掺假情况。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１ １ １　 样品类型和来源

２０１３ 年 ２ ～ ４ 月采集的样品一部分来源于苏州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内的抽检和委托样品，一部

分购于苏州各大超市，共 ９０ 份样品，详见表 １。

表 １　 样品分类及样品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样品类型 样品数 ／ 份

牛肉 生制 １１
熟制 ３３

羊肉 生制 １２
熟制 ４

猪肉 生制 ６
熟制 １３

混合肉制品 １１

１ １ 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微量核酸蛋白测定仪

（美国 Ｂｉｏ⁃Ｔｅｋ）、７５００ 型实时荧光 ＰＣＲ 仪 （美国

ＡＢＩ）、涡旋振荡器、恒温水浴槽。
组织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天根生化科技

有限公司）、ＡＢＩ Ｔａｑｍ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欧比特仪器有限公司），ＤＥＰＣ 处理水、引物、探针

合成［均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分析纯）。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样品处理及核酸提取

采用剪刀、研钵等实验器具对食品样品进行匀质

处理，样品处理过程中将不同类型样品分开处理，防
止不同动物源性污染。 按照组织基因组试剂盒方法

提取样品 ＤＮＡ，最终提取 ＯＤ２６０ ／ ＯＤ２８０比值均在 １ ７ ～
２ ０ 之间的 ＤＮＡ。 进行分装后冷冻保存，备用。
１ ２ ２　 试验用引物、探针

引物探针序列见表 ２。

表 ２　 引物探针序列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ｅ
物种 目的基因 引物探针序列（５′⁃３′） 片段大小 ／ ｂｐ 参考文献

ＳｕｓＦ⁃ＧＡＡＡＡＡＴＣＡＴＣＧＴＴＧＴＡＣＴＴＣＡＡＣＴＡＣＡ
猪 线粒体细胞色素 ｂ（ＡＰ００３４２８ １） ＳｕｓＲ⁃ＧＧＴＣＡＡＴＧＡＡＴＧＣＧＴＴＧＴＴＧＡＴ ９８ ［８］

ＳｕｓＰ⁃ＣＡＡＡＣＡＴＣＣＧＡＡＡＡＴＣＡＣＡＣＣＣＡＣＴＡＡＴ
ＢｏｓＦ⁃ＣＡＡＣＡＧＧＡＡＴＣＴＣＣＴＣＡＧＡＣＧＴＡＧＡ

牛 线粒体细胞色素 ｂ（ＨＱ１８４０４５ １） ＢｏｓＲ⁃ＧＣＴＡＧＡＡＴＴＡＧＴＡＡＧＡＧＧＧＣＣＣＣＴＡＡ ９１ ［９］
ＢｏｓＰ⁃ＣＣＣＡＴＴＣＣＡＣＣＣＣＴＡＣＴＡＴＡＣＣＡＴＴＡＡＧＧＡＣＡ
ＯｖｉｎｅＦ⁃ＣＡＧＣＣＴＴＣＣＴＧＴＴＡＡＣＴＴＴＣＡＡＴＡＧ

羊 线粒体 １２ＳｒＲＮＡ（ＪＮ４１５７４９） ＯｖｉｎｅＲ⁃ＲＧＴＧＣＴＴＧＡＴＡＣＣＴＧＣＴＣＣＴＴＴＴＡＧ １０６ ［１１］
ＯｖｉｎｅＰ⁃ＡＧＣＡＴＣＣＡＣＧＣＣＣＣＧＧＴＧＡＧＴＡ
ＧａｌｌｕｓＦ⁃ＣＡＴＣＴＣＡＴＣＣＧＡＣＴＣＴＧＡＣＡＡＡＡＴＴ

鸡 线粒体细胞色素 ｂ（ＧＵ２６１７１９ １） ＧａｌｌｕｓＲ⁃ＧＧＧＡＧＡＡＴＡＧＧＧＣＴＡＧＴＧＴＴＡＧＧＡＡ １１０ ［１０］
ＧａｌｌｕｓＰ⁃ＴＣＡＡＡＧＡＣＡＴＴＣＴＧＧＧＣＴＴＡＡＣＴＣＴＣＡＴＡＣＴＣＡＣＣ
ＡｎａｓＦ⁃ＧＣＡＡＣＴＧＣＣＴＴＣＧＴＡＧＧＴＴＡＴＧＴＣ

鸭 线粒体细胞色素 ｂ（ＨＱ１２２６０１ １） ＡｎａｓＲ⁃ＧＧＡＧＧＧＣＴＧＡＡＡＡＴＡＡＧＴＴＧＧＴＡＡ ８８ ［１０］
ＡｎａｓＰ⁃ＡＴＧＡＧＧＡＣＡＡＡＴＡＴＣＧＴＴＣＴＧＡＧＧＡＧＣＴＡＣＣＧＴＡ



—１７０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６ 卷第 ２ 期

１ ２ ３　 实时荧光 ＰＣＲ 反应体系与反应循环参数

反应体系的体积为 ２５ μｌ：Ｔａｑｍａｎ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１２ ５ μｌ；上、下游引物和荧光标记探针各 １ μｌ；
模板 ＤＮＡ １ μｌ；其余不足用灭菌双蒸水补齐。 反应

循环参数：５０ ℃，２ ｍｉｎ；９５ ℃，１０ ｍｉｎ；９５ ℃，１５ ｓ，
６０ ℃，１ ｍｉｎ，４０ 个循环。
１ ２ ４　 实时荧光 ＰＣＲ 扩增及结果判定

首先用哺乳动物通用检测体系［１２］ 对样品

ＤＮＡ 进行扩增，防止假阴性结果；其次用建立的

猪、牛、羊、鸡和鸭源性成分定性检测体系对样品

进行定性检测，若 Ｃｔ 值 ＜ ３０ 则判定为含有所检成

分，记为“ ＋ ”， Ｃｔ 值≥３０ 则判定为不含有所检成

分，记为“ － ”。

２　 结果

２ １　 不同肉及其制品检出情况

牛肉及其制品：共检测样品 ４４ 份，涉及生产厂

商２６ 家，１２ 份与标签不符，不符合率 ２７ ３％ 。 在其

主成分（牛成分）检测中，有 ３ 份（编号：１９、３１、３４）
不含有牛成分，存在猪、鸡、鸭源性肉类之外的肉类

成分；有 ８ 份（编号：１２、１４、１６、３２、３６、３７、３９、４０）用
猪肉部分替代牛肉；２２ 号“牛肉产品”以鸭肉部分代

替牛肉进行销售。 详见表 ３。
羊肉及其制品：４５ 和 ６０ 号样品属于用鸭肉代

替羊肉出售。 ４５、４６、４７、５０ 号羊肉样品中掺入了部

分猪成分；其中 ４５ 号羊肉片还存在单个样品掺杂两

种外源肉类的现象，除了掺有猪源性外还检测到鸭

源性成分。 详见表 ４。
猪肉及其制品：从表 ５ 看出，市场上存在一些以

更廉价的鸡肉部分取代猪肉的现象，６１ 和６２ 号含有

标签未注明的鸡肉成分。
混合肉制品：在所检的 １１ 例肉丸样品中有 ４ 例

成分与标签不符，主要是以廉价的鸡肉取代 ／部分

取代相对高价的牛肉和猪肉。 详见表 ６。
本次检测结果说明肉类食品掺假情况明显，以

廉价肉部分代替或者全部代替高价肉的情况普遍

存在。 具体汇总数据详见表 ７。
２ ２　 掺假肉类分布及来源分析

本次检验样品 ９０ 份，共涉及 ３２ 个生产单位，牛
肉掺假样品 １２ 份，来源于 ７ 家生产单位，其中有

２ 家分别含有 ３ 个和 ４ 个掺假产品，这 １２ 份样品中

有 ５ 份采集自生产单位，７ 份采集自超市；羊肉掺假

样品 ５ 份，来源于 ５ 家不同的生产单位，分别购自于

苏州各大超市；猪肉及混合肉样的 ６ 份掺假样品来

源于 ２ 家生产单位，均采集自生产单位。

表 ３　 牛肉制品检测结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ｂｅｅ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牛肉
类型

编
号

名称
标签明
示肉源

肉通用
体系

检测成分

牛 猪 鸡 鸭

生制

熟制

１ 牛柳 牛 ＋ ＋ － － －

２ 牛肉丝 牛 ＋ ＋ － － －

３ 牛肉片 牛 ＋ ＋ － － －

４ 牛肉片 牛 ＋ ＋ － － －

５ 牛排 牛 ＋ ＋ － － －

６ 牛柳 牛 ＋ ＋ － － －

７ 牛柳 牛 ＋ ＋ － － －

８ 牛排 牛 ＋ ＋ － － －

９ 肥牛卷 牛 ＋ ＋ － － －

１０ 牛肉片 牛 ＋ ＋ － － －

１１ 原汁牛排 牛 ＋ ＋ － － －

１２ 香辣牛肉 牛 ＋ ＋ ＋ － －

１３ 五香牛排 牛 ＋ ＋ － － －

１４ 牛肉粒 牛 ＋ ＋ ＋ － －

１５ 牛肉干 牛 ＋ ＋ － － －

１６ 香辣牛肉干 牛 ＋ ＋ ＋ － －

１７ 牛肉片 牛 ＋ ＋ － － －

１８ 牛肉粒 牛 ＋ ＋ － － －

１９ 牛肉 牛 ＋ － － － －

２０ 红烧牛肉 牛 ＋ ＋ － － －

２１ 牛肉 牛 ＋ ＋ － － －

２２ 牛肉产品 牛 ＋ ＋ － － ＋

２３ 牛肉罐头 牛 ＋ ＋ － － －

２４ 沙爹牛肉干 牛 ＋ ＋ － － －

２５ 牛肉干 牛 ＋ ＋ － － －

２６ 香辣味牛肉丁 牛 ＋ ＋ － － －

２７ 五香牛肉丝 牛 ＋ ＋ － － －

２８ 黑胡椒牛排 牛 ＋ ＋ － － －

２９ 卤香牛肉 牛 ＋ ＋ － － －

３０ 牛肉系列 牛 ＋ ＋ － － －

３１ 五香牛肉 牛 ＋ － － － －

３２ 香辣牛肉丸 牛 ＋ ＋ ＋ － －

３３ 风干牛肉 牛 ＋ ＋ － － －

３４ 牛肉干 牛 ＋ － － － －

３５ 沙爹牛肉粒 牛 ＋ ＋ － － －

３６ 牛肉粒 牛 ＋ ＋ ＋ － －

３７ 牛肉粒 牛 ＋ ＋ ＋ － －

３８ 五香贡品牛肉 牛 ＋ ＋ － － －

３９ 牛肉粒 牛 ＋ ＋ ＋ － －

４０ 牛肉粒 牛 ＋ ＋ ＋ － －

４１ 牛肉粒 牛 ＋ ＋ － － －

４２ 牛肉粒 牛 ＋ ＋ － － －

４３ 牛肉粒 牛 ＋ ＋ － － －

４４ 牛肉粒 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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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羊肉制品检测结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ｕｔｔ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羊肉
类型

编
号

名称
标签明
示肉源

肉通用
体系

检测成分

牛 猪 鸡 鸭

生制

熟制

４５ 羊肉片 羊 ＋ ＋ ＋ － ＋
４６ 肥羊片 羊 ＋ － ＋ － －
４７ 羊肉卷 羊 ＋ ＋ ＋ － －
４８ 羊肠 羊 ＋ ＋ － － －
４９ 肥羊肉串 羊 ＋ ＋ － － －
５０ 羊肉串 羊 ＋ ＋ ＋ － －
５１ 涮羊肉片 羊 ＋ ＋ － － －
５２ 精选羊肉片 羊 ＋ ＋ － － －
５３ 羊肉片 羊 ＋ ＋ － － －
５４ 内蒙古羊肉片 羊 ＋ ＋ － － －
５５ 涮肥羊肉 羊 ＋ ＋ － － －
５６ 爽脆羊净肚 羊 ＋ ＋ － － －
５７ 羊肉 羊 ＋ ＋ － － －
５８ 红烧羊肉 羊 ＋ ＋ － － －
５９ 红烧羊肉 羊 ＋ ＋ － － －
６０ 孜然羊肉串 羊 ＋ － － － ＋

表 ５　 猪肉样品检测结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ｐｏｒ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猪肉
类型

编
号

名称
标签明
示肉源

肉通
用体系

检测成分

猪 鸡 鸭

生制

熟制

６１ 荠菜丸 猪 ＋ ＋ ＋ －
６２ 百叶包肉 猪 ＋ ＋ ＋ －
６３ 香菇贡丸 猪 ＋ ＋ － －
６４ 香酥肉排 猪 ＋ ＋ － －
６５ 糖醋里脊 猪 ＋ ＋ － －
６６ 里脊肉 猪 ＋ ＋ － －
６７ 肉松 猪 ＋ ＋ － －
６８ 营养肉松 猪 ＋ ＋ － －
６９ 乡思蹄 猪 ＋ ＋ － －
７０ 向阳贡肉 猪 ＋ ＋ － －
７１ 现烤猪肉干 猪 ＋ ＋ － －
７２ 肉松 猪 ＋ ＋ － －
７３ 肉松 猪 ＋ ＋ － －
７４ 酱排骨 猪 ＋ ＋ － －
７５ 椒盐排条 猪 ＋ ＋ － －
７６ 笋干红烧肉 猪 ＋ ＋ － －
７７ 精制肉脯 猪 ＋ ＋ － －
７８ 烘烤猪肉脯 猪 ＋ ＋ － －
７９ 烘烤猪肉脯 猪 ＋ ＋ － －

表 ６　 混合肉制品检测结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ｅａｔ ｂ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编
号

名称
标签明
示肉源

肉通用
体系

实测结果 结论

８０ 撒尿牛肉丸 牛、猪 ＋ 检出：猪、鸡、牛 与标 签 不 符，
含鸡肉

８１ 甜不辣 猪、鸡 ＋ 猪：未检出；
鸡：检出

与标 签 不 符，
不含猪肉

８２ 烤鱼卷 猪、鸡 ＋ 猪：未检出；
鸡：检出

与标 签 不 符，
不含猪肉

８３ 多味方块 猪、鸡 ＋ 检出：猪、鸡 符合

８４ 亲亲肠 猪、鸡 ＋ 检出：猪、鸡 符合

８５ 香菇贡丸 猪、鸡 ＋ 检出：猪、鸡 符合

８６ 包心贡丸 猪、鸡 ＋ 检出：猪、鸡 符合

８７ 牛肉丸 牛、猪 ＋ 检出：猪、鸡、牛 与标 签 不 符，
含鸡肉

８８ 贡丸 猪、鸡 ＋ 检出：猪、鸡 符合

８９ 汉堡 猪、鸡 ＋ 检出：猪、鸡 符合

９０ 美味方腿 猪、鸡 ＋ 检出：猪、鸡 符合

表 ７　 肉类食品检测汇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ｍｅ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肉类样品
样品数

／ 份
不符合样
品数 ／ 份

不符合
率 ／ ％

总不符
合率 ／ ％

牛肉

羊肉

猪肉

速冻肉丸

生制 １１ ０
熟制 ３３ １２
生制 １２ ４
熟制 ４ １
生制 ６ ２
熟制 １３ ０

１１ ４

２７ ３

３１ ３

１０ ５

３６ ４

２５ ６

３　 讨论

肉制品掺假的行为在我国普遍存在，以猪肉冒充

牛肉、鸭肉冒充羊肉、牛肉丸中添加猪肉以及鸡肉成

分等现象屡见不鲜。 本研究对苏州地区市售以及生

产企业的 ９０ 份肉类样品进行种源鉴定，通过与标签

明示肉源进行比对鉴别食品掺假。 检测结果显示，用
猪肉、鸭肉部分代替牛肉和羊肉仍是主要的掺假手

段，牛肉掺假样品主要是熟制牛肉制品，而火锅用羊

肉卷样品则是羊肉掺假高危品。 熟制牛肉在加工中

一般添入各种食品添加剂甚至香精成分，制成品在感

官上难以区别是否存在掺假，掺假行为比较隐蔽；生
制羊肉卷主要用于火锅，火锅中香气成分较多，感官

上也难以鉴别掺假。
在检测中，发现有 ３ 份牛肉制品未检测出任何目

标源性成分，可能掺有另外的肉源，目前还无法确定。
鉴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在欧洲发生的“马肉风波”以及近期

报道的以老鼠肉、狐狸肉等掺入羊肉的事件，苏州地

区的牛肉制品市场也有可能出现类似事件，提示在现

有检测基础上扩大检测范围，防患于未然。
通过对掺假样品的生产单位进行汇总后得知，

２３ 份掺假样品出自 １４ 家不同的生产单位，肉制品

掺假已成为行业内普遍现象；１１ 份来源于生产单位

的委托或为抽检样品，１２ 份来源于苏州各大超市，
说明生产和流通领域两方面均存在掺假问题。 为

保障食品消费者以及合法生产单位的权益，必须抑

制掺假不当行为的蔓延，掺假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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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６５：７５７⁃７６３．

［ ６ ］ 　 Ｂｏｔｔｅｒｏ Ｍ Ｔ，Ｄａｌｍａｓｓｏ Ｉ Ａ，Ｎｕｃｅｒａ Ｄ，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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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分［Ｊ］ ． 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３，３４（１８）：６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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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新疆乌鲁木齐地区零售生肉中沙门菌污染情况调查

尹明远１，张晓燕１，艾乃吐拉１，段莉薇２，古丽娜孜１，杨静１，杨保伟３，武运１

（１． 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 ２． 新疆农业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７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技术研究发展项目（２０１３１７１０６）
作者简介：尹明远　 男　 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食品生物技术　 Ｅ⁃ｍａｉｌ：ｙｉｎｍｉｎｇｙｕａｎ＠ １２６． ｃｏｍ
通讯作者：武运　 女　 教授　 研究方向为食品生物技术　 Ｅ⁃ｍａｉｌ：ｗｕｙｕｎｓｔｅｒ＠ ｓｉｎａ． ｃｏｍ

摘　 要：目的　 通过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新疆乌鲁木齐地区零售生肉中沙门菌的检测分析，了解沙门菌污染情况，掌
握乌鲁木齐地区零售肉品中沙门菌污染动态变化。 方法　 按照沙门菌检验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４７８９ １—２０１０ 对乌鲁

木齐地区的零售肉（鸡肉、羊肉、牛肉、猪肉）检测分离沙门菌并进行血清型分型。 结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共检测

１ ４０６ 份零售生肉样品，生鸡肉的感染率达到 ９ １４％ ，生猪肉为 ９ ０６％ ，生羊肉为 ８ ０５％ ，生牛肉为 ６ ４４％ ，检测共

分离得到 １２３ 株沙门菌，经血清型鉴定可以分为 ４ 个血清群，７ 种血清型，分别为肠炎沙门菌（ｎ ＝ １７）、萨奥沙门菌

（ｎ ＝ ９）、塔西沙门菌（ｎ ＝ ８）、乌干达沙门菌（ｎ ＝ ６）、康科德沙门菌（ｎ ＝ ３）、汤姆逊沙门菌（ｎ ＝ ３）和德尔卑沙门菌

（ｎ ＝ ２），未定型沙门菌 ７５ 株。 结论　 新疆乌鲁木齐地区零售肉类中存在沙门菌污染，沙门菌菌株为不同的表型，
地区内生肉品中沙门菌污染不容忽视，需要加强对零售肉市场的卫生检疫，防控沙门菌病。

关键词：零售生肉； 沙门菌； 食源性致病菌； 血清型分型；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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