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离株的血清型并不一致。食物中毒患者分离株以

O3 :K6 为主 ,而水产品 VP 分离株未分离到 O3 : K6

型 ,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类似[8 ,9 ,11 ] 。我们分离得

到的水产品 VP 以 O1 群为主 ,O1 : K38 和 O1 : KUT型

同时也在食物中毒患者中分离到。不同于 2006 年

和 2007 年 ,2008 年食物中毒患者分离到 O2 : K3、O5 :

K17 型 VP ,分别占 16167 % (7Π42) 和 2138 % (1Π42) ,

鱼、虾、贝类和蟹类等水产品中也分离到此型 VP ,因

此我们仍要加强水产品监测。2008 年上半年对广

东省部分地区发生的 5 起由 VP 引起的食物中毒 VP

分离株进行检测分析 ,发现主要由 O3 : K6 型引起 ,

而同时送检的可疑食品 VP 分离株血清型为 O2 :

K28 ,O2 : KUT ,O5 : KUT ,O10 : KUT ,O11 : KUT ,未分离

到O3 : K6 型 ,推测送检可疑食品并非引起 VP 食物

中毒的原因食品 ,提示发生中毒事件时应尽最大可

能采集有价值的标本 ,对需要检测的标本 ,应由流行

病学专业人员和检验人员共同商讨采样计划进行

采集。

通过研究我们初步了解了广东省水产品和食物

中毒患者中 VP 的血清型分布 ,由于 VP 的致病性与

菌株的毒力基因有关 ,今后我们将在 VP 血清分型

的基础上进一步做毒力基因检测 ,并结合血清分型

共同分析 ,以了解广东省 VP 分离株的毒力基因特

征 ,以及与血清型的关系 ,为流行病学预测预警提供

更有力的实验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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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监督局关于含菊粉食品标识有关问题的批复
卫监督食便函〔2009〕209 号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

你协会《关于对使用菊粉的食品标签标示的请示》(中乳协〔2009〕45 号)收悉。经研究 ,批复如下 :

一、新资源食品菊粉是以菊苣为原料 ,去除蛋白质和矿物质后 ,经喷雾干燥等步骤获得 ,每日食用量应

不大于 15 克 ,可用于各类食品 ,但不包括婴幼儿食品。

二、使用新资源食品菊粉为原料生产食品 ,必须按照《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和卫生部公告的要求使用

新资源原料 ,其产品标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但无需按照对新资源食品菊粉的要求标注使用范围。

此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九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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