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兰州市部分市售食品中铅含量测定结果 mgΠkg(L)

品种 总数 份 检出范围 检出数 份 检出率 % 超标数 份 超标率 %

冷饮 195 0～6131 118 60151 17 8172

糕点 75 0～1100 39 52100 8 10167

调味品 48 0～1100 43 89158 1 2108

蜜饯、糖果 51 0～0185 43 84131 0 0100

酒类 (蒸溜酒) 50 0～1125 29 58100 2 4100

干果、坚果 139 0～14100 123 88149 Π Π

表 2 　兰州市部分市售食品中铅含量分布情况表 mgΠkg

含　　量

≤011 ≤012 ≤013 ≤014 ≤015 ≤018
　

冷饮
样品数 118 　 163 　 178 　 180 　 185 　 189 　

百分比 % 60151 83159 91128 92131 94187 96192
　

糕点
样品数 48 60 64 66 67 68

百分比 % 64100 80100 85133 88100 89133 90117
　

调味品
样品数 7 10 17 22 27 42

百分比 % 14158 20183 35142 45183 56125 87150
　

蜜饯、糖果
样品数 16 29 36 44 46 49

百分比 % 31137 56186 70159 86127 90120 96108
　

酒类
样品数 27 30 37 43 44 48

百分比 % 54100 60100 74100 86100 88100 96100
　

干果、坚果
样品数 23 35 66 81 102 119

百分比 % 16155 25118 47148 58138 73138 8516

214 　监测酒类食品 50 份 ,检出率 58100 % , ≤015

mgΠL 的样品数占 88100 %。

215 　监测干果、坚果类产品 139 份 , 检出率为

88149 % ,国家标准中无铅含量指标。

3 　讨论与建议

从监测结果看 (表 1) ,被测食品中铅检出率均

偏高 ,尤其是调味品、蜜饯糖果、干果、坚果类的铅检

出率均高达 80 %以上。表 2 提示 ,冷饮、糕点 ≤012

mgΠkg 的样品数均占总数的 80 %以上。蜜饯糖果、

酒类 ≤014 mgΠkg 的样品数均占总数的 85 %以上。

调味品、干果、坚果类 ≤018 mgΠkg 的样品也占总数

的 85 %以上 ,可见食品受铅污染是普遍存在的 ,但

大多数产品能符合国家标准。建议我国的铅食品卫

生标准与 CAC标准靠拢 ,这样既有利于广大消费者

的食用安全 ,也有利于我国卫生标准与国际卫生标

准的接轨 ,对我国加入 WTO 后参与食品市场的竞争

也十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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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温州市农贸市场的食品的致病菌的污染

状况 ,我们于 2002 年 7 月对部分农贸市场出售的生

熟肉、水产品、即食腌小菜抽样检测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采集 　采集市中心和市区西片 2 个农贸

市场各摊位出售的生猪肉及脏器 9 件 ;生牛肉 3 件 ;

冻羊肉 1 件 ;生禽肉及脏器 4 件 ;熟牛肉及脏器 3

件 ;熟猪肉及脏器 3 件 ;熟鸡肉 1 件 ;生水产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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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即食腌小菜等 4 件 ,合计 45 件样品均按 GB

478911 —1994《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总则》[1 ] 的规定

进行采样送检。

1. 2 　检测项目　所有样品进行沙门氏菌、单增李斯

特氏菌、副溶血性弧菌、大肠杆菌 O157∶H7、霍乱弧

菌的检测 ;熟食与即食小腌菜等增加金黄色葡萄球

菌检测项目。

1. 3 　主要试剂与仪器 　增菌与培养用干粉培养基

购自杭州微生物试剂厂 ; 李斯特氏菌、大肠杆菌

O157∶H7、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购自郑州博赛生物

技术研究所 ;大肠杆菌 O157∶H7 病原体快检金卡购

自中国预防医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研究所 ,肠杆菌

科诊断用噬菌体购自广州虎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API 稳定系统使用法国梅里埃 ID32E 试剂条 ,按

ATB Expression 自动细菌鉴定仪操作规程操作 ;沙门

氏菌、大肠杆菌 O157∶H7 诊断血清购自兰州生物制

品研究所。

1. 4 　检测鉴定方法 　按 GB 4789、4、6、7、10、30、

31 —1994 ,[1 ] 霍乱防治手册以及 2002 年浙江省食品

污染物 (病原菌)监测工作手册进行各种致病菌的增

菌、培养分离与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

2 　检测结果与分析　各标本分别经增菌培养 ,平板

分离挑取可疑菌落作涂片革兰氏梁色镜检 ,氧化酶

试验、克氏双糖铁、高盐双糖铁实验及各诊断血清凝

集实验、噬菌体试验及其他生化鉴定实验。结果分

别从生猪心 (8 号样品)和熟牛肉 (45 号样品) 中检出

沙门氏菌各 1 株 ;从花蛤 (17 号样品) 中检出 1 株副

溶血性弧菌 1 株。沙门氏菌检出率占总样品的

4144 % ;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占总样品的 212 % ,其

他目标菌均未检出。

血清分型 　对 2 株细菌按常规法进行血清分型

与位相变异试验 ,按照《沙门氏菌属诊断抗原表》进

行诊断结果见表 1。

表 1 　2 株沙门氏菌血清分型结果

编号 菌名 血清型 抗原式

8 # 德尔卑沙门氏菌 S . derby 4∶f ,g∶-

45 # 克里斯蒂安斯塔沙门氏菌 S . kristianstad 3 ,10∶z10∶e ,n ,z15

　　2 株沙门氏菌的耐药性　分别对 2 株沙门氏菌进

行 20 种抗生素药物的敏感试验 ,德尔卑沙门氏菌对

痢特灵、强力霉素、利福平、呋喃妥因产生耐药 ,对链

霉素中敏 ;而克里斯蒂安斯塔沙门氏菌对利福平、四

环素产生耐药 ,对红霉素、呋喃妥因中敏。2 株沙门

氏菌对卡那霉素、氟哌嗪青霉素、丁胺卡那霉素、多粘

菌素B、奥复星、诺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庆大霉素、菌

必治、新霉素、先锋霉素、头孢呋肪均敏感 ,上述结果

对救治沙门氏菌引起食物中毒有一定参考意义。

3 　讨论与小结　从本市 2 个农贸市场 45 件食品样

品致病菌检测数据可以看到 :我市潜在致病菌污染

的高危食品为肉与肉制品 ,沙门氏菌在生肉的检出

率为 5188 % ,熟肉的检出率为 14129 % ,占总样品检

出率为 4144 % ,这与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2002 年食品中致病菌检测结果相似。[2 ] 由于沙门氏

菌是人畜共患病致病菌 ,可导致食源性疾病发生 ,开

展对食物污染致病菌的检测是必要的。通过检测可

见肉类食品的致病菌污染尤为严重 ,这次从生猪心

样品中检出 1 株德尔卑沙门氏菌亦是我国常见的食

物中毒致病菌 ;另 1 株从熟牛肉样品中检出较为少

见的克里斯蒂安斯塔沙门氏菌 ,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通过药物敏感试验 ,提示 2 株沙门氏菌分别对痢特

灵、强力霉素、利福平、呋喃妥因、四环素产生耐药 ,

为临床用药提供了科学数据。

另外 ,从 45 件样品中检出 1 株副溶血性弧菌 ,

占 2122 % ,近年来 ,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

毒在我国沿海地区已大大超过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

中毒 ,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饭店为迎合

人们在饮食上求新求异的心理 ,不断推出生食与半

生食菜系 ,这就为食物中毒的发生埋下了隐患。本

次从 17 份水产品中检出副溶血性弧菌为 5188 % ,应

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在检测样品中虽未检出大肠杆菌 O157∶H7、霍

乱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单增李斯特氏菌等致病

菌 ,可能与我们采集的样品数量、品种及区域有关 ,

有待在今后的检测工作中增加食品标本的数量和品

种及扩大采样区域。通过对致病菌的药敏检测结果

显示 ,其耐药谱已在发生变化 ,这对细菌性食物中毒

的控制和治疗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加强对生物

性污染的控制 ,并建立相应的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

和预警系统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致谢　样品采集工作由本中心传防科章显权、陈岚医师完成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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