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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技术与方法·

一起奇异变形杆菌食物中毒的病原学鉴定

李秀彬 　陈萌莉 　杨东霞 　杨暑伏

(哈尔滨市道外区卫生防疫站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6)

　　1999 年 6 月 ,我区发生一起因食用烧鸡引起的

食物中毒 ,经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查 ,证实是由

奇异变形杆菌引起的。鉴于变形杆菌是一种条件致

病菌 ,要确认为食物中毒病原菌 ,必须对该菌作出系

统的鉴定 ,包括同源性实验 ,感染菌数及感染性试

验。现将系统鉴定报告如下。

1 　流行病调查

我区某酒楼于 1999 年 6 月 14 日 12 时 ,为徐某

家承办婚宴 ,就餐者 80 余人 ,15 时左右 ,陆续有人

发病 ,至 18 时共发病 28 人 ,主要临床症状为腹痛 ,

并伴有恶心、呕吐、腹泻、发烧等急性胃肠道症状。

多数病人症状较轻 ,仅 2 例症状较重者 ,经医院对症

治疗 ,3 d 后痊愈出院。发病者均有食用烧鸡史。

2 　材料与方法

211 　样品 　取患者腹泻便 2 件、呕吐物 1 件 ,吃剩

的鸡肉、鱼、肘子各 1 件 ,生、熟菜墩涂抹液各 1 件 ,

病人发病早期、恢复期血清各 2 件 ,健康人血清 1

件。

212 　培养基 　亚硒酸盐增菌液 ,肉汤增菌液。普通

营养琼脂、SS、EMB、三糖铁琼脂培养基由本实验室

制备 ;数值鉴定系列生化培养基[1 ] 购自哈尔滨市卫

生防疫站。

213 　分离、鉴定方法[2、3 ] 　按常规将试样磨碎 ,制成

悬液 ,增菌 ,平板分离 ,挑取优势菌落 ,做系统生物学

特征鉴定。

214 　变形杆菌菌落数测定　烧鸡试样悬液 10 倍稀

释 ,各取 1∶100、1∶1 000、1∶10 000、1∶100 000 倍稀释

液 011 mL 接种于琼脂斜面凝结水处 ,37 ℃培养 18～

24 h ,计算变形杆菌的最近似值。

215 　抗蔓延生长试验 　取病人恢复期血清 011 mL

混合于冷至 50 ℃左右的营养琼脂中 ,倾注平板 ,取

分离菌株点种于该琼脂上 ,37 ℃培养 24 h ,观察有无

蔓延生长。以不含抗血清的琼脂做对照。

216 　动物试验 　小白鼠 15 g 左右 ,购自哈尔滨兽医

研究所 ,取过夜肉汤培养物 013 mL 腹腔注射。

217 　血清抗体滴度测定 　采用试管凝集法。以病

人血清为抗体 ,分离菌株为抗原。

3 　结果

细菌经增菌、分离培养 ,在 EMB、SS 平板呈纯培

养生长。分别自病人徐某粪便 [编号 01 ]、刘某粪便

[02 ]、徐某呕吐物[03 ]、吃剩烧鸡 [ 04 ]标本中检出同

一生长特性菌共 4 株。

311 　形态及染色特怔 　4 株菌均为杆状 ,革兰氏染

色阴性 ,无芽胞、无荚膜。

312 　培养特征 　在亚硒酸盐增菌液中 ,呈均匀浑浊

生长 ,表面有菌膜 ,在普通琼脂平板上呈蔓延生长 ,

菌落连成一片 ,无色素产生 ,在 SS 琼脂上 ,菌落成半

透明。光滑、湿润、边缘整齐 ,在 EMB 琼脂上 ,菌落

呈灰白色、圆形、光滑、中心稍厚。

313 　生理生化特征 　4 株菌均为氧化酶阴性 ,动力

阳性 ,能迅速分解尿素 ,苯丙氨酸脱氨酶阳性。4 株

菌生化反应试验阳性的有葡萄糖、海藻糖、木糖、柠

檬酸盐、H2 S、明胶。反应阴性的有乳糖、蔗糖、甘露

醇、山梨醇、肌醇、鼠李糖、阿拉伯糖、苦杏仁甙、甲基

葡萄糖苷、赖氨酸、精氨酸、鸟氨酸、ONPG、吲哚、V2
P。用数值法鉴定 ,编码是 0636000 ,为奇异变形杆

菌。[1 ]

314 　变形杆菌菌数测定结果 　吃剩的烧鸡变形杆

菌最近似值 > 1 ×10
6

CFUΠg。

315 　拮抗试验结果 　4 株分离菌 ,在营养琼脂上呈

融合状生长 ,无拮抗现象产生。

316 　抗蔓延试验结果 　在含病人恢复期血清的营

养培养基上 ,4 株菌均为孤立菌落 ,无漫延生长现象

出现。对照营养琼脂上菌落扩散生长。

317 　动物试验结果 　将 4 株菌培养物分别腹腔注

射小白鼠 4 只 ,6 h 后出现竖毛、寒颤、不活泼后全部

死亡。肝脾组织培养出注射菌。对照组动物无异

常。

318 　血清、抗体滴度测定结果 　2 例病人发病早期

血清抗体滴度为 1∶10 ,恢复期为 1∶80 ,增长 8 倍。

健康人血清抗体滴度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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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奇异变形杆菌是食物中毒常见的变形杆菌之

一 ,由于该菌为条件致病菌 ,必须在一定的感染剂量

下 ,才能引起临床感染。这起食物中毒的临床症状 ,

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诊断资料说明 ,它是由食用污

染的烧鸡引起的。

确认变形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必须有较完整

的实验依据。我们首先在 2 例病人粪便 ,1 例病人

呕吐物及吃剩烧鸡样品中检出奇异变形杆菌 ,对这

4 株菌进行形态学、培养特征、生理生化的检测 ,初

步认定这起食物中毒是由奇异变形杆菌引起。但由

于变形杆菌在自然界分布广 ,也存在于健康人及动

物肠道中 ,必须对分离的不同来源的菌株做同源性

试验。试验证明了这 4 株不同来源菌株的同源性 ;

同时测定了烧鸡样品 ,奇异变形杆菌菌数在 1 ×10
6

CFUΠg 以上 ,具备感染致病的剂量 ;动物试验结果显

示 ,感染菌有一定的毒力 ,构成对人的感染致病的可

能 ;病人血清抗体滴度测定提示了分离菌与病人血

清抗体的同一性 ;病人恢复期血清抗体滴度测定 ,提

示了分离菌与病人血清抗体的相关性 ,病人恢复期

血清抗体滴度较疾病早期增长 8 倍 ,从而证明此起

食物中毒是由奇异变形杆菌引起。从这一起变形杆

菌食物中毒病原菌鉴定中 ,我们认为 ,对于条件致病

菌所致食物中毒的诊断 ,除流行病学调查 ,临床表现

和检样中的病原菌有代表性外 ,必须对不同来源的

可疑致病菌作生物学同源性试验 ,如果分离菌生物

学特征、生理生化反应不一致 ,确诊的依据就不够充

分。同时要测定致病可疑食物的污染菌污染程度和

恢复期病人血清抗体滴度的增长程度。以上实验数

据齐全 ,确认一起食物中毒 ,尤其是条件致病菌引起

的食物中毒 ,才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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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法检测食品包装材料中微量锑

杨 　君 　张耀庭 　李松青

(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 ,天津 　300011)

　　采用钛白、锑白混合涂搪原料包装以及用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树脂为原料包装的食品 ,容易使食

品中的锑的含量偏高 ,曾发生因饮用了搪瓷容器中

的柠檬水而中毒的事件。因此对于包装材料中的锑

检验十分必要。锑的传统检验方法是孔雀绿分光光

度法 ,
[1 ]此方法操作繁琐 ,灵敏度低 ,而且需要使用

毒性很大的苯进行提取 ,使该方法难以推广。本文

采用氢化物发生 ———原子荧光技术测定食品包装材

料中的微量锑 ,具有操作简单、快速、精密度好、灵敏

度高的优点。方法的最小检出限达 011μgΠL ,是检

测微量锑的一种理想的方法。目前该方法在卫生检

验中的应用尚少 ,下面就将其原理、仪器等有关技术

指标作一个介绍。

1 　材料与方法

111 　原理　在酸性介质中试样中的锑与硼氢化钾

反应生成挥发性锑的氢化物 (SbH4 ) ,以氩气为载气 ,

将氢化物导入电热石英原子化器中原子化 ,在特制

锑空心阴极灯照射下 ,基态锑原子被激发至高能态 ,

在去活化回到基态时 ,发射出特征波长的荧光 ,其荧

光强度与锑含量成正比 ,根据标准系列进行定量。

112 　仪器　AFS —2202 型原子荧光光度计 (北京海

光仪器公司) 。

113 　试剂 　浓盐酸 ,4 %盐酸 ,4 %乙酸 ,210 %硼氢

化钾、015 %氢氧化钾混合液 ,硫脲 (20 gΠL) 、碘化钾

(100 gΠL)混合液 ,110μgΠmL 锑标准溶液 (用国家标

准物质BW 3145 100μgΠmL 标准溶液稀释) 。本实验

所需容器均需用 3 %(体积分数)硝酸浸泡 24 h 后洗

净晾干 ,实验用水为蒸馏水经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后

的去离子水。

114 　仪器条件　负高压 300 V ,灯电流 60 mA ,原子

化温度 200 ℃,观测高度 8 mm ,读数时间 10 s。

115 　试样处理

11511 　搪瓷试样 　加入沸 4 %乙酸至距上口边缘 1

—61—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2 年第 14 卷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