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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温暖月份零售带壳牡蛎中副溶血性弧菌 (VP) 的污染情况 ,2003 年 4～8 月在福建省

福州和厦门两地共收集带壳牡蛎 113 份 ,样品分别来自水产品批发市场 (18 %) ,零售市场 (46 %) 和

饭店 (36 %) 。采用 Vitek 鉴定系统和最可能数法进行 VP 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示 ,带壳牡蛎中 VP

密度的几何均数为 60 MPNΠ100 g , 4116 %的样品 VP 密度低于 30 MPNΠ100 g 的最低检出限 ,仅厦门

2 个样品菌量超过 24 000 MPNΠ100 g。两个地区、不同采样点和不同月份之间样品 VP 密度的几何

均数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厦门样品污染菌量高于福州 ;批发市场样品菌量最高 ;5 月

份样品菌量最高 ,为 149 MPNΠ100 g ,而 6～8 月样品菌量约为 40 MPNΠ100 g。零售环节带壳牡蛎 VP

的检出率较高。未来应加强对生食海产品中 VP 污染状况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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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retail shell oyster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warmer months. From April

to August 2003 , 113 oysters in shell were sampled monthly in Fuzhou and Xiamen of Fujian province , China

(36 % from restaurants ; 46 % from retail markets and 18 % from wholesale seafood markets) . The V . parah2
aemolyticus in oyster samples was determin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by the Vitek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most probable number technique. The geometric mean V . parahaemolyticus density in retail shell oys2
ters was 60 MPNΠ100 g , with 4116 % had V . parahaemolyticus densities below the detectable level of 30

MPNΠ100 g ; only two samples from Xiamen were found to harbor V . parahaemolyticus densities exceeding

24 000 MPNΠ100 g.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 . parahaemolyticus densiti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 sampling sites and months ( P < 0101) . Oysters from Xiamen had higher densities of V . parahaemo2
lyticus than did oysters collected from Fuzhou. The highest mean V . parahaemolyticus density was observed in

samples from wholesale seafood market . The highest mean V . parahaemolyticus density was observed in sam2
ples collected in May (149 MPNΠ100 g) while approximately 40 MPNΠ100 g was observed in samples collected

in June and August . High frequency of V . parahaemolyticus was detected in retail shell oysters. It is conclud2
ed that this organism needs to be intensively monitored and controlled in raw sea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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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溶血性弧菌 (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VP) 是一

种重要的食源性致病菌 ,广泛存在于近海岸的海水、

海底沉积物和海产品中 ,主要引起急性胃肠炎甚至

败血症。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沿海 5 个省份 1992

年～2001 年的数据显示 ,VP 食物中毒居细菌性食源

性疾病之首 ,中毒食品主要为海产品。目前国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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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食品中 VP 的定量资料极为匮乏 ,现有的报道主

要集中在定性研究方面。福建是我国最重要的牡蛎

养殖省份 ,并且 VP 食物中毒也是该地区重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 ,为此我们以福建省作为研究现场 ,于

2003 年 4～8 月对福州和厦门 2 个地区的水产品批

发市场、零售市场和酒店采集的牡蛎进行了 VP 的

定量研究 ,以期深入了解 VP 在零售牡蛎中的分布

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 　于 2003 年 4～8 月每间隔 1 个月在福建

省福州、厦门两地的水产品批发市场、零售市场和饭

店 ,按照无菌采样原则采集带壳牡蛎样品 ,共采集了

113 份 ,其中福州 57 份 ,厦门 56 份。牡蛎品种主要

为太平洋牡蛎 ( Ostrea gigas)和褶牡蛎 ( Ostrea plicatu2
la) 。将样品置 4 ℃保存 ,采样后 3～ 8 h 内进行

检验。

112 　试剂和仪器 　碱性蛋白胨水 (APW) 、TCBS 琼

脂、科玛嘉弧菌显色培养基、315 % NaCl 三糖铁琼脂

(TSI) 、315 % NaCl 胰酪胨大豆琼脂 ( TSA) ,均为北京

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VITEK - 32 全自动细

菌生化鉴定仪 ,VITEK - NFC 生化卡 ,均为法国生物

梅里埃公司产品。

113 　细菌检测 　在流水下刷洗牡蛎外壳 ,无菌操作

打开贝壳 ,称取蛎肉 25 g ,加入 225 mL 无菌 APW 均

质 1 min 制成悬液。取装有 9 mL APW 的试管 ,接种

量分别为 1 ,011 和 0101 g ,每个稀释度 3 管 ,37 ℃培

养 18 h 或过夜。增菌液接种 TCBS 平板 37 ℃培养

(24 ±2) h ,每板挑取 2～3 个可疑菌落 (蓝绿色) 划

线科玛嘉琼脂平板 ,置 37 ℃培养 (24 ±2) h。再挑取

可疑菌落 (紫色)穿刺接种 TSI并划线 TSA ,42 ℃培养

(24 ±2) h。刮取 TSA 上的菌苔进行氧化酶试验 ,阳

性菌株用 NFC 卡上 VITAK - 32 进行鉴定。查 MPN

表计算 VP 浓度 ,最低检出量为 MPNΠ100 g < 30。

1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为便于计算 ,当样品 VP 密度低于 30 MPNΠ100 g

时 ,假定菌量为 15 MPNΠ100 g (最低检测限的 1Π2) 。

样品 VP 密度的均值用几何均数表示 ;对 VP 密度的

估计值进行对数转换后 , t 检验比较不同地区样品

VP 密度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环节和不同

月份样品 VP 密度。

2 　结果

211 　2 个地区牡蛎中 VP 的污染情况　5814 %的牡蛎

VP 密度高于 30 MPNΠ100 g ,平均密度为 60 MPNΠ100

g。福州样品 VP 密度均小于 1 000 MPNΠ100 g ;66 份

阳性样品中有 64 份 VP 密度低于 1 000 MPNΠ100 g ,

仅 2 份厦门样品菌量超过 24 000 MPNΠ100 g。厦门

样品中 VP 密度较高 ,地区间样品 VP 密度差别有显

著性 ( P < 0101) ,详见表 1。

212 　不同采样点牡蛎中VP 的污染情况 　本研究中

18 %的样品来自水产品批发市场 ,46 %来自农贸市

场 ,36 %来自饭店。批发市场样品平均菌量最高 ,为

204 MPNΠ100 g ,而零售市场和饭店样品平均菌量约

在 50 MPNΠ100 g 左右 ,不同采样点样品菌量的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详见表 2。

213 　不同月份牡蛎中 VP 的检出情况 　5 月份样品

VP 密度最高 ,为 149 MPNΠ100 g ,而 6～8 月样品 VP

密度约在 40 MPNΠ100 g 左右 ,不同月份样品菌量的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详见表 3。

表 1 　不同地区带壳牡蛎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分布 MPNΠ100 g

地区 样本数
样品菌量的百分比

未检出 < 102 > 102～103 > 103～104 > 104～105 平均菌量

福州 57 4812 3014 2114 - - 40
厦门 56 3511 2416 2918 710 315 91
总计 113 4116 2714 2517 315 118 60

表 2 　不同采样点带壳牡蛎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分布 MPNΠ100 g

采样点 样本数
样品菌量的百分比

未检出 < 102 > 102～103 > 103～104 > 104～105 平均菌量

批发市场 20 1010 4010 3510 510 1010 204
零售市场 52 3815 3217 2510 318 - 56
酒　　店 41 6110 1416 2210 214 - 36

表 3 　不同月份带壳牡蛎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分布 MPNΠ100 g

月份 样本数
样品菌量的百分比

未检出 < 102 > 102～103 > 103～104 > 104～105 平均菌量

4 25 2810 2810 3610 810 - 99
5 21 2318 2816 3313 418 915 149
6 14 4219 2816 2816 - - 43
7 31 6113 2518 1219 - - 30
8 22 4515 2713 2217 415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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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1 　本研究是国内首次对生食海产品中VP 污染状

况进行的定量研究报道。微生物危险性评估是目前

国际通行的用于制定食品中微生物限量标准的研究

方法 ,而详实的食品中致病菌的定量资料是开展评

估所不可或缺的 ,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危险性评估提

供人群暴露量的信息。

312 　由于滤食性的生理特点 ,贝类容易在体内大量

富集致病菌。美国海湾城市 1989 年的弧菌感染监

测结果显示 ,生食牡蛎引起的弧菌食物中毒贯穿全

年 ,而接受海产品消费调查问卷的病人中 73 %在疾

病前一周内曾经生食过牡蛎 ,提示确保生食牡蛎的

微生物安全性对于预防胃肠炎极为重要。[1 ] 高亚色

等对厦门市市售牡蛎致病性弧菌携带状况的研究结

果发现 ,VP 是主要的检出菌种 ,而且能在分别送检

的急性腹泻病人检样中同期检出 ,为食用牡蛎与致

病性弧菌腹泻存在密切关系提供了可靠依据。[3 ]

1997 年～1998 年美国发生 4 起与生食牡蛎相关的

中毒事件 ,涉及病例 700 余人 ,随后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 (FDA) 于 1999 年开始进行生食软体甲壳类动

物中副溶血弧菌公共卫生影响的危险性评估 ,该研

究对美国 FDA 现行指南中甲壳类动物体内 VP <

10 000 个Πg 等标准的有效性提出疑问。[2 ]

313 　本研究结果表明 ,5814 %的牡蛎 VP 密度高于

30 MPNΠ100 g ,平均菌量为 60 MPNΠ100 g。厦门样品

VP 污染程度较高 ,推测除了与厦门平均气温及海区

水温较高等因素有关外 ,当地居住人口密度大 ,牡蛎

主要为近海滩涂养殖估计也是主要的原因。本研究

中 5 月份样品 VP 密度最高 ,为 149 MPNΠ100 g ,而 6

～8 月 VP 密度约在 40 MPNΠ100 g 左右 ,不同月份样

品菌量差别有显著性。Ellison 等对美国佛罗里达州

水产品批发市场和饭店采集的牡蛎中 VP 污染状况

的研究结果显示 , 4、5 月份样品 VP 平均密度

< 10 个Πg ,结果与本研究较为一致。[4 ] Cook 等对美国

零售带壳牡蛎中的 VP 进行了全国调查 ,结果显示

零售牡蛎中 VP 密度呈季节分布 ,以夏季最高。海

湾沿岸收获的牡蛎菌量最高 ,通常 > 10 000 MPNΠg。

某些大西洋中部地区样品批次 VP 密度 > 10 000

MPNΠg ,该研究中牡蛎体 VP 密度远高于本次研

究。[5 ]

314 　目前尚不清楚引起 VP 感染的最低菌量 ,一般

来说菌量要 ≥100 000 MPNΠg ,美国和加拿大允许牡

蛎含 VP 菌量 < 10 000 MPNΠg ,日本规定用于生食的

海产贝类与鱼片 VP 密度 < 200 MPNΠg ,而我国的食

品卫生标准中没有明确规定生食海产品中 VP 的限

量标准。

315 　近年来西风日渐 ,生食海产品日趋成为时尚消

费行为 ,加之国内旧有的生食海产品的传统习惯 ,由

此引发的与 VP 相关的食物中毒发生率上升的危险

性不容忽视。近年来全球 VP 感染急剧上升 ,已经

归因于近期出现的具有大流行危险性的 3 种血清

型 ,O3∶K6 , O4∶K68 和 O1∶K (无法分类型) 。尤其

是 O3∶K6 ,由于其极高的感染频率以及具有全球蔓

延的能力 ,需要在国际范围密切监测该菌。我国未

来需要更深入地开展生食海产品中 VP 分布情况的

研究 ,同时加强对我国人群 VP 感染状况的主动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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