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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口葡萄酒中分离出尿放线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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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鉴定目的菌的特性 ,为进口葡萄酒的监管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固液结合方法 ,经多次增菌、

分离培养。结果 　从一批菌落总数超标的法国进口葡萄酒中分离出一株尿放线杆菌。结论 　质检系统在日常工

作中要注意对进口的重点产品进行严格监控 ,以防有害致病菌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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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identify the properties of aim bacteria , and to provide evident basis for supervising

imported red wine. Method　A method combined solid and liquid was used. The samples were enriched several times , isolated

and cultured. Results 　Actinobacillus ureae was isolated from imported red wine which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exceed standard of

nutritional agar.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upervision of main imported foods to ensure the food

safety and protect the health of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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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杰细菌鉴定手册第八版将放线杆菌属

(Actinobacillus) 划为位置不定的属。此属细菌是革

兰染色阴性、兼性厌氧杆菌。菌体大小 013μm～015

μm×016μm～114μm ,长者可达 6μm。球形、卵圆

形或杆形状 ,以杆形为主。无动力 ,无夹膜 ,在含血

清或血液的培养基上生长良好 ,在普通培养基上不

生长。37 ℃培养 2～3 d 后形成直径约 1 mm 的菌

落。温度范围 20～42 ℃,最适37 ℃[1 ] 。放线杆菌

属的大多数种为动物病原菌 ,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

引起人类疾病。据报道 ,尿放线杆菌可引起呼吸道

感染[2 ] 。虽然尿放线杆菌营养要求高且难分离培养 ,

但我局两次从进口葡萄酒中均分离出此菌 ,现将本次

细菌的分离鉴定情况报道如下 ,以供研究与讨论。

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来源 　2007 年 5 月由温州口岸进口的法

国某干红葡萄酒 1 批次 68 箱。

112 　试剂与培养基 　所用培养基 (血平板、DHL、

BS、B - P、TCBS 和 SS 平皿) 、微量生化管、生化试剂

均购自北京陆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VITEK鉴定卡

购自上海祥和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113 　仪器 　法国梅里埃 (BioMerieur) 细菌生化自动

微生物鉴定系统 (VITEK32) GNI + 卡。

2 　方法

211 　菌落总数的测定 　按照 GBΠT 478912 —2003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3 ] 的方法 ,无菌操作吸取

25 ml 试样 ,加入灭菌生理盐水 225 ml ,制成 1∶10 的

试样匀液 ,用稀释剂将试样匀液成 10 - 2 的稀释液 ,

吸取原液、10 - 1 、10 - 2各 1 ml 于灭菌平皿中 ,每个稀

释度做 2 个平皿 ,然后将冷至45 ℃的琼脂培养基注

入平皿中 ,并转动平皿使之与样液混匀 ,待琼脂凝固

后 ,倒置于 (36 ±1) ℃温箱中 ,48 h 后开始观察。选

择菌落数在 30～300 之间的平皿进行计数 ,同稀释

度的 2 个平皿的菌落平均数乘以稀释倍数 ,即为每

毫升样品中所含菌落总数。

212 　细菌的分离与鉴定 　48 h 培养的琼脂平板上

中下层有较多小点状的菌落生长 ,再培养 24 h ,菌落

增大 ,将培养了 48 h 的琼脂平板上有菌落生长的琼

脂取一小部分接种到营养肉汤中 ,于 (36 ±1) ℃增

菌 24 h ,此时的增菌肉汤不混浊。将肉汤分别接种

血平板、DHL、BS、B - P、TCBS 和 SS 平板 ,置 (36 ±1)

℃培养 24 h ,结果所有平板均无菌落生长。反复重

复上面的程序 ,最后在第 4 次的增菌中肉汤变混浊 ,

将混浊的肉汤分别接种血平板、DHL、BS、B - P、

TCBS和 SS 平板 ,置 (36 ±1) ℃培养 24 h ,结果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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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尿放线杆菌生化反应结果

项目 结果 项目 结果 项目 结果 项目 结果

三氯新 - 阳性生长控制 + 七叶树苷 + 侧金盏花醇 -
尿素 + 丙二酸盐 - 多粘菌素 B - 硫化氢 -
麦芽糖 - 木糖 - 山梨糖 - 鼠李糖 -
肌醇 - 香豆酸 - β- 半乳糖苷酶 - 葡萄糖发酵 -
阿拉伯糖 - 精氨酸 - 鸟氨酸 - 赖氨酸 -
葡萄糖氧化 + 乙酰氨 - 植物鸟尿蓝母 - 氧化酶 -
枸橼酸盐 - 苯丙氨酸 - 乳糖 - 10 %乳糖 -
甘露醇 + 棉子糖 - 蔗糖 +

注 :“+ ”阳性 ;“ - ”阴性

板上有溶血的菌落 ,其余平板上均无细菌生长。观

察菌落形态 ,挑取可疑菌进行菌体染色镜检 ,分离纯

菌接种血平板 ,置 (36 ±1) ℃培养 24 h ,进行 VITEK

鉴定。

3 　结果

311 　分离菌的培养特性、菌体特征及生化特性 　该

菌营养要求高 ,初次普通琼脂平板上的菌落在中下

层生长 ,DHL、BS、SS、TCBS、B - P 平板上均不生长 ,

血平板上生长 ,β溶血 ,革兰阴性杆菌 ,氧化酶阴性 ,

触酶阳性。

VITEK自动生化分析仪鉴定结果见表 1 ,鉴定

结论为尿放线杆菌 ( Actinobacillus ureae) 。

4 　讨论

仅 2007 年前 5 个月 ,温州口岸就检出 2 批菌落

总数超标的进口葡萄酒。且 2 批中均分离出了尿放

线杆菌 ,尿放线杆菌兼性厌氧的特性是此菌能在葡

萄酒中生存的原因。两次在进口葡萄酒中均有污染

的尿放线杆菌的原因可能是 :均采用了过滤杀菌的

工序 ,而过滤介质孔径 (一般小于 0145μm) 可能又

大于尿放线杆菌的菌体 ,致使细菌未能被滤出。此

次在进口葡萄酒中分离的尿放线杆菌与我局上次在

突尼斯进口的葡萄酒中分离的尿放线杆菌有明显不

同的培养特性。突尼斯葡萄酒中的尿放线杆菌较易

培养 ,能在 B - P 平板上生长 ,不溶血。据此推测 :

突尼斯葡萄酒中的尿放线杆菌为需氧型 ,而法国葡

萄酒中的尿放线杆菌为厌氧型。两株细菌有如此大

的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同种微生物在不同条件下会有

不同特性 ,或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菌株。

因尿放线杆菌是对营养要求高的难培养细菌 ,在

菌落计数的普通营养琼脂中 ,37 ℃培养 48 h 的结果可

能是一些肉眼难以区分的小菌落 ,但再经 24 h 培养就

可能长出较大的菌落以至于造成菌落总数超标。因此

建议对葡萄酒的菌落总数的培养时间做适当的修改 ,

37 ℃48～72 h 或许是较好的选择。另外有必要加强

对引起菌落总数超标的致病菌的检测工作。

葡萄酒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 ,由于卫生条件差、

SO2 浓度过低或热处理 (杀菌) 不充分等原因常会导

致葡萄酒的微生物污染 ,这种污染会降低酒的质量 ,

严重时使酒完全报废。国内外学者均有酵母菌和霉

菌、乳酸菌、醋酸菌、芽孢杆菌等污染葡萄酒的报

道[4 - 7 ]
,未见尿放线杆菌等细菌污染葡萄酒的报道 ,

其可能的原因是 :由于葡萄汁本身天然的酸性物质

和酒精的合作形成了一种杀菌的环境 ,酒精使细菌

细胞壁变薄 ,葡萄酒中的酸渗入细胞起到杀菌作用。

即多数细菌尤其是致病菌在干葡萄酒里不能存活 ,

最后能在新葡萄酒中存活下来的细菌数量很少 ,葡

萄酒中检出尿放线杆菌更属罕见。

关税降低、消费者对中高档葡萄酒消费需求及

葡萄酒作为健康饮品的价值被广泛认同等原因 ,促

使温州口岸葡萄酒进口大幅增长。进口葡萄酒虽然

有相对较高的产品质量 ,但也有少量“以次充好”,

因此 ,应加强对进口葡萄酒的监督管理 ,以防不合格

的产品流入我国市场 ,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加强对进口葡萄酒的监管 ,在现有基础上除了

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监管的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进口

葡萄酒安全标准化 ,还有必要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首

先 ,积极探索改进检验检疫监管模式 ,制定科学的检

验检疫措施 ;加强进口葡萄酒的风险分析和风险评

估工作 ,将工作重点放在重点国家或地区、重点品种

和重点项目上 ,有针对性地采取检查措施 ,提高检验

检疫监督管理工作水平。第二 ,对国外进口葡萄酒

类生产企业实施卫生注册制度。第三 ,要严格口岸

查验 ,明确检测项目。第四 ,加强对进口葡萄酒质量

卫生安全的监控 ,严格进口葡萄酒的市场准入。第

五 ,加大对不合格葡萄酒处理力度 ,发挥好风险预警

及快速反映机制的作用。第六 ,加强葡萄酒情报信

息系统建设、检测实验室建设及专家队伍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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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操作可行性角度思考《食品安全法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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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卫生法》使我国的食品卫生监管步入了的法制化轨道。但随着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从法律操作可行性角度思考了《食品安全法 (草案)》中存在的几个方面问题 ,以

期与同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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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卫生法》自 1995 年颁布以来 ,使我国的食

品卫生监管步入了正式的法制化轨道 ,在规范食品

生产经营行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保障

人民健康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多年的改革开

放 ,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

方面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对食品卫生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建立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数量迅速增加 ,生

产、经营的规模、品种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食品卫生法》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食品安全的需

要 ,急需制定《食品安全法》。为此国务院将多次征

求意见的《食品安全法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报

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讨论。

《草案》以监管体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强化政

府责任、提高应急处理能力等方面为突破口 ,全面修

订了《食品卫生法》,共十章九十八条。与《食品卫生

法》相比 ,《草案》在食品监管体制、食品许可、食品安

全事故的处置、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违法责

任及责任追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都有较大调

整。作为长期从事一线卫生监督执法的工作人员 ,

就上述内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提

出一些想法 ,与大家讨论。

1 　食品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决定》(国发〔2004〕23 号) 的规定 ,目前 ,食品的生产

环节由质监部门负责 ,流通环节由工商部门负责 ,消

费环节由卫生部门负责 ,这种方式看似合理 ,但实际

情况复杂 ,部门之间的职责很难划分清楚 ,有的生产

中含着流通 ,有的流通中包含消费 ,也有的消费中包

含着生产和流通。要想理顺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

的职责分工 ,使部门之间职能既不交叉 ,又不脱节 ,

达到无缝衔接 ,是非常困难的。随着社会发展 ,经营

方式更加多样化 ,必然会出现许多无法预知的情形 ,

结果多部门间的职能既交叉又脱节 ,不利于保障人

民群众的健康。

另外 ,我国政府的行政体系与《草案》规定的分

段监管模式不适应。工商部门、质监部门、食品药品

监督部门实行的是省以下垂直管理体系 ,卫生、农

业、商业、食品安全办公室等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

制 ,这两种体系不同 ,必然会影响部门之间的沟通和

协作 ,不利于问题的及时处理。

建议《草案》将食品安全监管定为“一个部门监

管 ,相关部门配合”的模式 ,将权责合并统一。一个

部门监管 ,不容易出现执法漏洞 ,不管哪个环节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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