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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掌握湖北省李斯特氏菌污染现状 ,用检验李斯特氏菌的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和 API Listeria

快速反应板 ,对全省具有代表性的武汉、孝感、十堰、鄂州、荆门、襄樊 6 个地区的 6 类 561 份食品进

行了李斯特氏菌污染检测。结果表明 :李斯特氏菌的检出率为 411 % ,集中在生肉和熟肉制品中 ,

分别为 1114 %和 617 % ,检出菌株中 ,致病菌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氏菌占 2611 %。结果表明湖北

省的食品存在李斯特氏菌污染 ,应加强监督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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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foods contaminated by Listeria Pirie in Hubei Province ,561 food2samples of

6 kinds from several cities in the province was inspected by the national standard examination method and API

Listeria biochemical reaction pl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Listeria was 411 % ,almost

concentrated in raw and cooked meat . The detection rate for these two kinds of meat was 1114 % and 617 % re2
spectively. Among the identified Listeria ,2611 % of them was Listeria monocytogenes Pir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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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氏菌 ( L . monocytogenes)

是一种能引起人畜共患病 ,致病性强的食源性病原

菌 ,其临床症状为人类脑膜炎、菌血症、孕妇流产等。

该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 ,不易被寒冷日晒等因素杀

灭 ,多种食品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该菌所致疾病

多次在世界上引起爆发 ,且死亡率在 30 %左右。[1 ]

它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主要致病菌之一。[2 ] 由于近

年来不断从食品中分离到致病性李斯特氏菌 ,在我

国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在 2000 年我国启动的全国

污染物监测课题中 ,湖北省作为成员之一对近两年

市售食品中李斯特氏菌污染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生肉、熟肉、生奶、酸奶、冰淇淋和生食

水产品共 6 类 561 份样品分别采自武汉、孝感、十

堰、鄂州、荆门和襄樊等地区。

主要试剂 　奈啶酮酸 (Naladixicacid) , Sigma 公

司 ;盐酸吖啶黄 (Acriflavine HCL) ,Sigma 公司。APL2
Listeria 生化反应板 ,法国 bioMerieux 公司。

主要仪器 　API微生物分析系统 ;光学显微镜。

112 　方法

参照 GB 4789. 30 —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 ,

李斯特氏菌检验。

2 　结果

211 　样品分布情况 　561 份样品分别采自武汉市

(311 份) 、考感市 (74 份) 、十堰市 (90 份) 、鄂州市 (19

份) 、荆门市 (27 份)和襄樊市 (40 份) 。其中生肉 123

份、熟肉制品 134 份、生奶 120 份、冰激凌 52 份、酸

奶 81 份和生食水产品 51 份 ,见表 1。

由表 1 可见 6 类食品中 ,只有生肉和熟肉检出

李斯特氏菌 ,酸奶、生食水产品、生奶和冷饮中未检

出。

—222—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3 年第 15 卷第 3 期



表 1 　各类食品中李斯特氏菌污染情况 份

样品种类 样品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生肉 123 14 11. 4

熟肉 134 9 6. 7

生食水产品 51 0 0. 0

酸奶 81 0 0. 0

生奶 120 0 0. 0

冷饮 52 0 0. 0

合计 561 23 4. 1

212 　不同地区李斯特氏菌分布情况　见表 2。

表 2 　各地区食品中李斯特氏菌的污染情况 份

地区 样品数 阳性数 阳性率 %

武汉 311 13 4. 2

荆门 27 2 7. 4

十堰 90 5 7. 8

孝感 74 1 1. 4

襄樊 40 0 0. 0

鄂州 19 2 10. 5

合计 561 23 4. 1

由表 2 可见 561 份样品中检出李斯特氏菌阳性

样品 23 份 ,分布于 5 个地区。不同地区李斯特氏菌

污染分布无明显差异。鄂州污染率最高 ,其次是荆

门、十堰 ,武汉、孝感检出率较低 ,襄樊未检出。

213 　检出李斯特氏菌的菌相分布　见表 3。

表 3 　样品的李斯特氏菌菌相分布

样品种类

李斯特氏菌相 (Listeria spp . )

单增李斯

特氏菌

( L . monocytogenes) 　

英诺克李

斯特氏菌

( L . innocua)

西尔李斯

特氏菌

( L . seeligeri)

威尔斯李

斯特氏菌

( L . wellshimeri)

生肉 3 10 0 1

熟肉 3 2 4 0

生奶 0 0 0 0

冷饮 0 0 0 0

酸奶 0 0 0 0

生食水产品 0 0 0 0

合计 6 12 4 1

由表 3 可见共检出单增李斯特氏菌 6 株 ,英诺

克李斯特氏菌 12 株 ,西尔李斯特氏菌 4 株 ,威尔斯

李斯特氏菌 1 株。分别从生肉、熟肉样品中检测到

致病性李斯特氏菌。

3 　讨论

此次监测样品来源于武汉、孝感、十堰、鄂州、荆

门、襄樊 6 个城市 ,其中包括了工农业较发达的地区

及边远地区 ,这些样品的检测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

我省各个地区的食品中李斯特氏菌污染状况。

李斯特氏菌造成的食品污染是目前国际上极为

关注的问题。我省以前也做过该菌的调查 ,但未检

出致病性单增李斯特氏菌。本次调查说明 ,此菌在

湖北省食品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尤其从生肉、熟

肉制品中分离到致病单增李斯特氏菌 ,说明其存在

潜在危害。奶及其制品是由正规厂家规模性生产

的 ,其卫生状况控制严格 ,致病菌的污染率较低 ;生

肉、熟肉制品多由小作坊生产 ,对原料和生产过程缺

乏卫生质量控制 ,导致极高的带菌率。因此 ,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加大对生肉和熟肉食品的监督监测 ,加

大宣传力度 ,确保人民的生命健康。

API Listeria 快速反应板是一种有 10 个试验组

成的、在 24 h 内就能准确地鉴定李斯特尔氏菌的鉴

定系统 ,它克服了传统方法中耗时、繁琐的实验程

序 ,判断结果简单、易解释 ,是食源性李斯特尔氏菌

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食品安全的预警系统行之有效

的快速、简便、可行的方法 ,可用于对食物中毒的突

发事件作出快速诊断及大量样品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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