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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 &./01"2//.$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致

病菌之一"在我国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中"^+d sG+d

是由沙门菌引起的"而在引起沙门菌中毒的食品

中"-+d以上是肉类等动物性食品"这引起了国内外

的广泛关注"它不但涉及人体健康和国际贸易"而

且影响社会稳定
() a5)

* 为全面了解肉猪在养殖,屠

宰过程中沙门菌的污染情况"为预防食源性沙门菌

病的爆发提供科学依据"在承接国家级 0肉猪养殖

和屠宰加工环节沙门菌污染状况专项监测1工作

中"于 $+)) 年 $ a)$ 月连续 )) 次对开封市肉猪养

殖场猪粪和屠宰场猪肛拭子,胴体,肠系膜淋巴结

等 5 类样品进行了沙门菌带染状况调查"并对分离

菌株进行了血清学分型分析*

)*材料与方法

)F)*试剂

缓冲蛋白胨水#<89$,四硫磺酸钠煌绿增菌液

#77<$,氯化镁孔雀绿增菌液 #BB$,磺胺增菌液

#C<.$ 增菌液,OA7

5

营养琼脂生化试剂,4?'@

BLJL"沙门菌显色板,沙门菌诊断血清* 所有试剂

和培养基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F$*样品采集与运送

%

猪粪%无菌采集 )+ 头猪以上猪舍内混合粪便

$1 J于无菌自封袋中"每月采集 $ 份*

&

猪肛拭子%

用 C<.选择增菌拭子管"取出拭子棒将其轻轻旋转

插入猪肛门内约5 s1 KV处"紧靠肠壁表面黏液后退

出"迅速插入到 C<.选择增菌拭子管中"拧紧帽后

将其带入实验室"每月采集 1 份*

'

猪胴体%用沾

有 +FG1d生理盐水的无菌棉在每只猪的后腿,腹

部,背部和颈部 5 个部位各涂抹)++ KV

$

"采样后放

入无菌自封袋中"每月采样 1 份*

(

肠系膜淋巴结%

取猪小肠系膜淋巴结 ) 套放入无菌自封袋中"每月

采 1 份* 以上样品均放入 + s5 e采样箱带回实验

室"5 I内进行检验*

)F3*方法

)F3F)*猪肛拭子的检验方法

将 C<.管置3, e培养"$+ I后转种沙门菌显色

平板"3, e"$5 I培养后挑取紫红色菌落"按照 .<

5^G-F5!$+)+ 进行沙门菌分离和鉴定
(1)

*

)F3F$*猪胴体涂抹拭子的检验方法

无菌手续将装有棉拭子的样品袋中加入)++ V=

<89 增菌液"于 3, e培养 )+ I后取 ) V=接种于

)+ V=的 77<增菌液和)+ V=BB增菌液中"置5$ e

培养$$ I"分别划线沙门菌显色平板和 OA7

5

平板"

置3, e培养 $5 I"挑取可疑菌落按 .<5^G-F5!

$+)+ 进行检验*

)F3F3*猪粪的检验

无菌称取 $1 J样品于$$1 V=<89增菌液"置

3, e培养$5 I后"按照 .<5^G-F5!$+)+ 进行沙门

菌分离和鉴定*

)F3F5*肠系膜淋巴结的检验

在实验室无菌条件下"将密封袋的肠系膜淋巴

结取出"将其浸入 ^+d酒精中并迅速提出"空气中

自然晾干* 称取$1 J样品于$$1 V=<89增菌液"置

3, e培养$5 I后"按照 .<5^G-F5!$+)+ 进行沙门

菌分离和鉴定*

$*结果

$F)*不同样本沙门菌的检出情况

)G^ 份样品中" 55 份检出沙门菌"阳性率为

$3F1d"其中猪粪标本阳性率为 5F1d#)%$$$"猪肛

拭子 ),F5d#-%11$"猪胴体 35F1d #)-%11$"肠系

膜淋巴结 $^F3d#)1%11$*

$F$*不同月份,不同类别样本沙门菌检出情况

每月检测 5 类样本 )^ 份"从 )) 个月连续监测

的结果看", 月份检出沙门菌 ), 份"检出率 -5d"^

月份的检出率为 5^d")+,)$ 月份检出率为 +"不同

季节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f) )$$F+++"

!f+F+++$"见表 )*

$F3*沙门菌的血清型分布

沙门菌在猪肛拭子,胴体,淋巴结中分布很广"且

每月检出的沙门菌血清型都有所不同"不同来源的肉

猪所带染的沙门菌血清型也不相同"表明沙门菌在自

然界广泛存在"随地域和气候的差异生猪带染沙门菌

的血清型也有所不同* 全年检测出沙门菌 55 株共 )5

个血清型* 猪粪,猪肛拭子,胴体,淋巴结分别检出沙

门菌血清型数量为 ),5,̂ ,和 ^* 主要以阿贡纳,德尔卑

两种血清型为主"分别为 )1 株和 )+ 株"见表 $*



肉猪养殖和屠宰环节沙门菌污染状况监测分析!!!刘杰"等 ! ,3*** !

表 )*不同类别,不同月份样本沙门菌检出率

7LU=/)*D/;/K;M>0 "L;/>#&./01"2//. M0 ;I/RM##/"/0;;WX/:L0R RM##/"/0;V>0;I:>#:LVX=/:

样本种类
月份

$ 3 5 1 , ^ G - )+ )) )$

猪粪 + + + + ) + + + + + +

肛拭 + ) + + 1 $ + ) + + +

胴体 3 ) ) ) 1 $ + 1 + ) +

淋巴结 + ) ) + 1 5 $ ) + ) +

合计 3 3 $ ) ), G $ ^ + $ +

检出率#d$ )G )G )F$ +F, -5 5^ )F$ 5) + )F$ +

表 $*不同类别,不同月份样本沙门菌的血清型分布

7LU=/$*7I/RM##/"/0;;WX/:>#:LVX=/:R/;/K;/R M0 ;I/RM:;"MUH;M>0 >#CL=V>0/==L:/">;WX/:M0 RM##/"/0;V>0;I:

样品种类
月份

$ 3 5** 1** ,** ^** G** - )+ )) )$

猪粪 亚利桑那

沙门菌

肛拭 婴儿

沙门菌

阿贡纳

沙门菌

德尔卑

沙门菌

伦敦

沙门菌

胴体 印第安纳

沙门菌

胥伐成格

降沙门菌

德尔卑

沙门菌

亚利桑那

沙门菌

德尔卑

沙门菌

德尔卑

沙门菌

伦敦沙门菌,

克拉卡玛斯

沙门菌

鼠伤寒

沙门菌

淋巴结 列克星敦

沙门菌

德尔卑

沙门菌

德尔卑

沙门菌

阿贡纳

沙门菌

吉韦沙门

氏菌,罗森

沙门菌

德尔卑

沙门菌

肠炎

沙门菌

阿伯丁

沙门菌

3*讨论

沙门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国内外均占据首

位
(,)

"因此了解食品生产经营环节中沙门菌污染情

况"从食物链的源头和动物食品生产过程中采取合

理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分析显示"从

肉类食品中检出的沙门菌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内

源性污染"即动物本身携带沙门菌而造成肉品污

染&二是外源性污染"即肉品在屠宰加工各环节以

及在输,储藏等过程中造成的污染
(^ aG)

* 猪,鸡,牛,

羊等畜禽肉是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肉类"猪从养

殖,屠宰,加工到肉品批发,零售,消费"其产业链很

长"并且猪肉本身营养丰富"易受到食源性致病菌

#如沙门菌$的污染"带菌率较高
(-)

* 本研究结果表

明"开封市生猪肉制品沙门菌污染率为 $3F1d"浙

江
()+)

,深圳
()))

等地样品的污染率在 )^F)5d s

$,F$d之间"与本研究基本一致* 本研究结果表明"

养殖环节中猪粪和猪肛拭子样本全年沙门菌检出

率较低"分别为 5F1d和 ),F5d"笔者观察分析认为

可能与养殖场每天及时清理猪粪,勤给猪体冲淋,

保持良好的饲养环境有关系"而在屠宰环节胴体,

淋巴结检出率高达 35F5d,$^F3d"提示生猪在屠

宰过程交叉污染严重"存在自体血液,脱毛池,脱毛

机,预冷池水,屠宰用刀具及工人手"以及肠内溶物

溢出等环节的污染*

沙门菌的检出率全年呈弧线状",,^ 月份达到

高峰"沙门菌检出率随季节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f) )$$F+++"!E+F+1$"考虑这种现象可能与沙

门菌的生物学特性随温度升高而改变有关"该菌与

其它嗜温菌不同"在5$ e仍能生存"所以夏季对待

宰生猪的存放及屠宰车间的卫生状况更应加强管

理*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带染沙门菌严

重的猪肉制品流向社会"极易造成食源性沙门菌病

的暴发流行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胴体,肠系膜淋

巴结中分离的沙门菌菌型高达 ^ 种"主要以阿贡纳,

德尔卑 $ 种血清型为主"这和我国报道沙门菌食源

性疾病最常见血清型是相吻合的
()3)

* 同一个样本

中同时存在着 $ 种不同血清型"不同来源的猪体带

染的沙门菌的血清型别也不同"不同种类的样本中

所检出的沙门菌血清型存在差异"提示沙门菌分布

广"能从各种途径传入猪群* 建议监管部门加强活

猪养殖,加工,流通环节的沙门菌监管"切断传播途

径"最大限度地从食品源头把好质量关"保证广大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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