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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个因素与急性腹泻相关"说明食物入口前的因
素跟急性腹泻直接相关"环境和储存条件的好坏并
不会直接影响到急性腹泻的发生* 多因素分析表
明"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食品加工到位可以减
少急性腹泻的发病* 而外出饮食或购买熟食均有
一定的风险"反映我国商业化产品的卫生安全情况
仍然不容乐观"jH>$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和相关
研究也有类似结果报道 (##7#!) * 因此"要降低和控制
流动人群急性腹泻的发生"建议实施以下干预措
施&&规范管理早餐小食店和熟食店"充分保证餐
饮具和食品的清洁卫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和食品加工习惯"不吃生冷不洁食物#(针对可
能引起急性腹泻的关键环节"开展宣传教育"提高
流动人群的防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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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肉鸡生产过程中沙门菌污染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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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军’女’副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为微生物检验研究’_7YMAV(VAI8IB3&/"‘UABM9:EY

摘’要!目的’了解沙门菌在肉鸡生产各个环节中的污染状况!对其污染程度及危害进行系统评价!为开展+从农

场到餐桌,的风险评估以及制定防控策略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采集肉鸡孵化$养殖$屠宰$销售环节的不同样品!

按照 ca$&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进行沙门菌检测# 结果’肉鸡生产

的不同环节共采集样品 # !%& 份!检出沙门菌阳性样品 !)3 份!总检出率为 !(-/.!孵化$养殖$屠宰$配送分销环节

的检出率分别为 $-%.%#"0!#&&$3-$.%#30!#/&$(!-3.%#3&0/&"&$(#-(.%3(0!%/&# 印第安纳沙门菌和肠炎沙

门菌为主要血清型# 结论’沙门菌在肉鸡生产的各个环节均有检出# 各季节的检出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2

"-"/&# 屠宰及销售环节的检出率较高!提示加工屠宰过程存在沙门菌交叉污染的可能!这些环节对减少鸡肉及其

制品的沙门菌污染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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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存活力较强* 世界
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国家由微生物引起的重
大食源性疾病中"沙门菌是一个主要因素* 动物和动
物性食品是人感染沙门菌的重要来源"鸡是沙门菌的
天然宿主"污染了沙门菌的肉鸡通过食物链导致人类
感染是目前引起人沙门菌病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

沙门菌污染鸡肉制品的风险因素众多"包括受污染的
饲料’种鸡’雏鸡"以及孵化’养殖’运输’屠宰加工及
产品深加工过程中的交叉污染等(!) #!""/!!""% 年
欧盟对肉鸡的调查显示"沙门菌感染率为 !(-&."建
议对饲料’种鸡’孵化场和养殖场采取源头控制措
施(!) * 我国肉鸡产量和消费量从 !""3 年以来一直处
于世界第 ( 位"开展肉鸡沙门菌专项调查"掌握污染
源和传播途径"收集鸡肉制品中沙门菌污染与人群感
染病例之间的关联证据"尽快开展+从农场到餐桌,
的风险评估以及制定有效的沙门菌控制策略具有重
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基于此目的"!"#! 年对淄博市
肉鸡生产从孵化’养殖’屠宰’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了
沙门菌污染调查*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

在全市范围内共采集肉鸡生产中不同环节样
品 # !%& 份* 孵化环节样品采自 ( 个孵化厂"养殖
环节样品采自 % 个养殖场"屠宰环节样品采自 ( 个
大型屠宰厂"销售环节样品均在本地大型超市及农
贸市场完成采集*
#-#-!’主要仪器与试剂

沙门菌生化鉴定试剂条$法国梅里埃%’沙门菌
诊断血清$泰国 4n6%’亚硒酸煌绿$ 4ac%选择性增
菌拭子管$郑州君越科莱特健康有限公司提供%’海
绵拭子$带有蛋白胶水缓冲液"加拿大 (d%*

沙门菌增菌用缓冲蛋白胨水$a*j%’亚硒酸盐
胱氨酸$ 4+%’四硫磺酸钠亮绿$XXa%干粉培养基"
分离用 @FX$’脑心浸液培养基"初步鉴定用三糖铁
$X4L%’动力吲哚尿素$dL?%培养基"以上培养基均

购自北京陆桥公司#沙门菌分离用显色培养基 $法
国科马嘉%*
#-!’方法
#-!-#’采样方法

种鸡’鸡苗’养殖场环境的粪便样品均用海绵
拭子采集#鸡蛋表面’分割刀具’分割案板’运输车
的样品采用海绵拭子采集"采集面积为 !/ :Y!#宰
杀前的鸡活体’工人粪便均用 4ac选择性增菌拭子
管采集#土壤’饲料’鸡肉样品’预冷池水’饮水均用
无菌采样袋$瓶%采集"每份 !/" C$YV%*
#-!-!’检测方法

按照 ca$&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进行沙门菌增
菌’分离’鉴定及菌种保存*
#-(’统计学分析

应用 4*44 #&-" 软件对不同环节’不同种类样
品中沙门菌检出率进行 "! 检验"!1"-"/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不同环节中沙门菌检出率比较

肉鸡生产的不同环节采集 # !%& 份样品"共检
出沙门菌阳性样品 !)3 份"总检出率为 !(-/.* 孵
化环节’养殖环节’屠宰环节’配送分销环节的检出
率分别为 $-%.’3-$.’(!-3.’(#-(.* 屠宰和配
送分销环节沙门菌的检出率高于孵化和养殖环节
沙门菌的检出率"说明肉鸡生产加工过程可能是造
成沙门菌后续污染的重要环节* 肉鸡生产不同环
节中沙门菌的检出情况见表 #*

表 #’肉鸡生产不同环节中沙门菌的检出情况

XM̂VK#’TKSK:SAEB QMSKE;D#&:<?)&&# ;QEYJA;;KQKBS

UMYZVKUAB S<K^QEAVKQZQEJI:SAEB VAB[U
监测环节 样品数0份 阳性样品数0份 检出率0.

孵化 !#& #" $-%

养殖 !#/ #3 3-$

屠宰 /&" #3& (!-3

配送分销 !%/ 3( (#-(

合计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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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沙门菌检出率比较
各调查环节不同季度沙门菌检出情况见表 !"

结果显示 ( 个季度的检出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2"-"/%* 说明在现代化机械化肉鸡生产流程
中"沙门菌的污染并不表现有季节性*

表 !’各调查环节不同季度沙门菌检出情况$.%

XM̂VK!’TKSK:SAEB QMSKE;D#&:<?)&&# AB JA;;KQKBS

gIMQSKQAB S<K^QEAVKQZQEJI:SAEB VAB[U

调查环节
全年检
出率

第二季度
检出率

第三季度
检出率

第四季度
检出率

孵化 $-%$#"0!#&% "-"$"0%%% %-!$/03#% &-#$/0&"%

养殖 3-$$#30!#/% &-/$%03"% ##-#$&0%(% %-)$/0&!%

屠宰 (!-3$#3&0/&"% (!-3$%$0#)/% (!-#$%)0!#/% ((-3$/$0#%"%

配送分销 (#-($3(0!%/% !3-"$!(03!% !&-3$(/0#!%% $(-)$!/0/&%

合计 !(-/$!)30# !%&% !!-"$)(0$!(% !(-)$##%0$3/% !$-3$3)0(/)%

!-(’孵化环节沙门菌的检出率
孵化环节 !#& 份样品的 沙门菌检出率 为

$-%."见表 (* 在种鸡和鸡苗环境粪便中均检出沙
门菌* 种蛋表面未检出沙门菌"原因可能与孵化场
使用的孵化器具有消毒功能有关*

表 (’孵化环节样品中沙门菌的检出情况
XM̂VK(’LB:I^MSAEB VAB[ JKSK:SAEB E;D#&:<?)&&# AB S<KUMYZVK

样品种类 样品数0份 阳性样品数0份 检出率0.

种鸡环境粪便 $) / #"-!

鸡苗环境粪便 $% / #"-)

鸡蛋表面 #!! " "

合计 !#& #" $-%

!-$’养殖环节沙门菌的检出率
养殖环节 !#/份样品的沙门菌检出率为 3-$."见

表 $* 其中养殖场环境粪便检出率达 ("-!."提示在养
殖过程中肉鸡粪便是造成沙门菌污染的主要因素*

表 $’养殖环节样品中沙门菌的检出情况
XM̂VK$’aQKKJ SM:<KAB S<KUMYZVKJKSK:SAEB E;D#&:<?)&&#
样品种类 样品数0份 阳性样品数0份 阳性率0.

养殖场环境粪便 $( #( ("-!

外环境土壤 /$ ( /-%

饲料 $/ # !-!

工人粪便 !$ # $-!

饲养员手表面涂抹 !) " "

饮水 !" " "

合计 !#/ #3 3-$

!-/’屠宰环节沙门菌的检出率
屠宰环节 /&" 份样品的 沙门菌检出率 为

(!-3."见表 /* 3 类样品中只有分割用刀具和工人
粪便中 未检出 沙门菌" 宰杀前活体检 出 率 为
!%-)."褪毛后整禽和冷藏后整禽的检出率高达
$$-3.和 /"-$.* 宰杀前活体检出率与褪毛后整
禽和冷藏后整禽的检出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进一步说明肉鸡生产过程中屠宰加工
是造成沙门菌污染的重要环节"应引起高度重视*

表 /’屠宰环节样品中沙门菌的检出情况

XM̂VK/’4VMIC<SKQVAB[ JKSK:SAEB E;D#&:<?)&&# AB S<KUMYZVK

样品种类 样品数0份 阳性样品数0份 阳性率0.

屠宰前活体 #$/ () !%-)

褪毛后整禽 #$/ %/ $$-3

冷藏后整禽 #!/ %( /"-$

预冷池样品 $" ( &-/

分割刀具 (" " "

分割案板 $" #" !/-"

工人粪便 / " "

工人手表面 $" & #&-/

合计 /&" #3& (!-3

!-%’配送分销环节沙门菌检出率
配送分销环节 !%/ 份样品的沙门菌检出率为

(#-(."见表 %* 其中配送冷冻或冷藏样品检出率
为 !!-!."销售环节样品检出率达到 $/-3."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1"-"/%* 冷冻或冷藏样品在低温
条件下对沙门菌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而销售环节
样品在出售过程中温度升高’自然解冻及样品间的
交叉污染"可能是导致检出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表 %’配送分销环节样品中沙门菌的检出情况

XM̂VK%’TAUSQÂISAEB E;D#&:<?)&&# AB JAUSQÂISAEB VAB[

UMYZVKJKSK:SAEB
样品种类 样品数0份 阳性样品数0份 阳性率0.

运输车 ## " "

配送冷冻$冷藏%后样品 #!% !3 !!-!

销售环节样品 #!" // $/-3

配送’搬运’销售人员粪便 3 " "

合计 !%/ 3( (#-(

!-&’沙门菌分离株血清学鉴定
对 !)3 株沙门菌分离株进行血清学鉴定"结果

显示印第安纳沙门菌和肠炎沙门菌为优势血清型"

分别占 $3-".和 $%-(."见表 &*

表 &’沙门菌血清学分型情况

XM̂VK&’4KQESDZABCE;4MVYEBKVVM
血清型 名称 菌株数0株 比例0.
>$&H]&& 印第安纳沙门菌 #$( $3-"
>)&HC"Y 肠炎沙门菌 #(3 $%-(
>)&HC"Y"U"S"KBP)型 % !-"
>&&H[&H#!(/"H/ 汤卜逊沙门菌 / #-&
>3&HA&K"B"]#/ 阿巴血清型 ! "-&
>&&HQ&H% 尼日利亚沙门菌 # "-(
>3&H]&$ 查理沙门菌 # "-(
"$&H;C&HU 阿格纳沙门菌 # "-(
"$&HQ&]% 南翰普敦 # "-(

(’讨论
沙门菌在淄博市肉鸡生产的各个环节均有检

出"屠宰和配送分销环节检出率均高于 ("."且全
年季度检出率不表现有季节性"表明整个肉鸡生产
中沙门菌污染状况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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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株沙门菌分离株以印第安纳沙门菌和肠炎
沙门菌为优势血清型"分别占 $3-".和 $%-(.* 江
苏省 !"#" 年肉鸡沙门菌调查中也以印第安纳沙门
菌为主要型别 $占 $)-(.% ($) "与本次调查结果一
致"而肠炎沙门菌是山东省食品中沙门菌污染的主
要型别"也是引起我国沙门菌食物中毒时间的常见
血清型 (/7%) * 由于引起食源性疾病的沙门菌中"
3".的食源株源自禽及禽制品 (&) "淄博市肉鸡中检
出的沙门菌主要血清型别在处置食源性沙门菌病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孵化和养殖环节都是在鸡粪便 $种鸡环境粪
便’鸡苗环境粪便’养殖场环境粪便%中检出沙门
菌"养殖场环境粪便检出率高达 ("-!.* 在这两个
环节中"鸡粪便是造成沙门菌污染的主要因素* 文
献报道各类养鸡场和农贸市场采集的鸡蛋表面沙
门菌带菌率平均为 #". (3) "美国 !"#" 年 3 月发生
的沙门菌疫情就是由于被沙门菌污染的鸡蛋引起
的"但调查中我们并未在鸡蛋表面检出沙门菌"原
因是采集的样品不是市场流通环节中的鸡蛋"而均
为不同孵化日龄的种蛋"肉鸡孵化场所使用的孵化
器对种蛋表面具有消毒功能"这也表明种蛋不会造
成沙门菌在肉鸡生产末端环节的污染*

屠宰环节宰杀前活体沙门菌的检出率 为
!%-)."但褪毛后整禽和冷藏后整禽的检出率就升
至 $$-3.和 /"-$."同时预冷池水’分割案板’工人
手表面均检出沙门菌"说明屠宰过程加剧了沙门菌
在肉鸡及制品中的交叉污染"使配送分销环节中配
送冷冻$冷藏%样品及销售环节样品的沙门菌检出
率分别达到了 !%-!.和 $/-3.*

来自 jH>0b6>$世界卫生组织0联合国粮农组
织%的联合评估表明控制鸡群中沙门菌的感染率是
降低人群患病率的有效途径"如果将鸡肉中沙门菌

的污染率从 !".降到 "-"/.的话"将使人群的感染
发病率减少 ))-&/.以上"从而达到有效的安全控
制目的 ()) * 本次调查的养殖场工人粪便以及屠宰
环节工人手表面均检出了沙门菌"说明肉鸡的高带
菌率的确增加了人感染沙门菌的机会#现代机械化
的大规模屠宰加工过程中沙门菌对鸡肉及其产品
的污染"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将食源性沙门菌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降到最
低"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群的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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