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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宁波地区食品中携带或污染的致病菌!为控制食源性疾病提供依据% 方法#致病菌检测采用

直接分离与增菌分离相结合的方法&细菌鉴定采用生化筛检和 .?&等方法&血清分型采用诊断血清凝集法&药敏试

验采用 ‘@;法&采用 ?$-检测耐药基因% 结果#从 : >5! 份食品标本中检出致病菌 F 类 5! 种!共 ! 665 株!检出率

为 689!!g!以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最高!与其他病原菌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j49447$% 主要流行株

副溶血性弧菌分型发现 54 个血清群!+y:群和 +y7群为优势群% 检出的致病菌对大多数抗生素敏感!其中 6 株气

单胞菌为带 HHQQ耐药基因的多重耐药菌% 结论#宁波地区食品中致病菌构成复杂!食品污染是引起食源性疾病的

主要原因!其中副溶血性弧菌是最主要的流行菌株&检出的致病菌对多种抗生素敏感!存在 HHQQ耐药菌应引起关

注!控制的关键是采取合理用药!加强对耐药菌株的监测!以减少耐药菌的传播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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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57796"A)!459:##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5448@>87:#!456$48@46:"@4:

收稿日期!!456@47@!F

基金项目!宁波市自然基金项目"!44".:545!5# $创新团队项目"!45!;;!45>#

作者简介’盛冬萍#女#副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为微生物检验和质量管理#(@GHIJ’bUYRKXO5:6PQRG

通讯作者’徐景野#男#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为微生物检验#(@GHIJ’MNdVOK]QUQPRZLPQK

A#)#’)(&*$*0(*4#%)(?$)(&*&33&&0+&.*#+$’)#.($/6$)"&?#*%(*O(*?+&
)%(’31RKL@YIKL% B&(2I@dNK% $%(’<I@KH% B,*IKL@VX

#\SXKSHI$XKaZXWRZ1IbXHbX$RKaZRJHKU ?ZXeXKaIRK% \SXdIHKL’IKL]R657!44% $SIKH$

7+%).$’)& 8+9#’)(4## R]dXQaIeXARNKUXZbaHKU aSXYZXbXKQX% QRKaHGIKHaIRK HKU QZRbbQRKaHGIKHaIRK RWWRRU]RZKX

]HQaXZIHJYHaSRLXKbIK ’IKL]RQIaV% YZReIUX]HbIbWRZWRRU]RZKXUIbXHbXQRKaZRJ% HKU aZHQXaSXbRNZQXRWWRRU]RZKXUIbXHbXP

:#)"&0%#)aZHIKb_XZXUXaXQaXU UIZXQaJVRZHWaXZXKZIQSGXKa_IaS ]IRQSXGIbaZVHKU .?&GXaSRU% HKU bN]aVYXU _IaS bXZNG

HLLJNaIKHaIRK GXaSRUP.KaI]IRaIQZXbIbaHKQXHKU ZXJHaIeXLXKXb_XZXUXaXQaXU _IaS ‘@; GXaSRU HKU ?$- GXaSRU

ZXbYXQaIeXJVP;#%2/)%#! 665 #F bYXQIXbHKU 5! aVYXb$ baZHIKb_XZXUXaXQaXU WZRG: >5! WRRU bHGYJXbHKU aSXUXaXQaIRK



!6F4##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00++1%23&(’( !456 年第 !7 卷第 8 期

ZHaXIb689!!g # ! 665h: >5! $PASXYZXeHJXKaYHaSRLXKb_XZXK8>+84*’+’H’$,4?(38G52% HKU aSXUXaXQaIRK ZHaX_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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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 #WRRU]RZKXUIbXHbX$在国内外均有
较高的发病率%且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
进步而减少%反而成为一种广泛存在并不断增加的
公共卫生问题, [%+认为食源性疾病大多由微生
物所致%食品受污染或携带病原菌是引起疾病发生
的主要因素, 夏’秋季是宁波市食源性疾病发生高
峰期%不时有暴发疫情报告%甚至引起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 开展食品中致病菌风险检测与研究是
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方法%为此%对本地居民主要
食用的菜肴与即食食品进行多种病原菌污染检测%

了解其污染情况’病原菌的耐药性和流行优势株%
为防控食品污染和食源性疾病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现将结果报吿如下,

5#材料与方法
595#材料
59595#样本

辖区 55 个县 #市$区的农贸市场’超市和饭店
#酒店$由专业人员随机无菌采集 : >5! 份样品%定
型包装食品在保质期内检测, 详见表 5,

表 5#宁波地区采集的食品样本种类与数量
AH]JX5#ASXaVYXbHKU fNHKaIaVRWWRRU bHGYJXbQRJJXQaXU IK ’IKL]R

名称 海曙 江东 江北 鄞州 镇海 北仑 余姚 慈溪 奉化 宁海 象山 合计
海产品
淡水产品
生猪肉
生牛肉
生鸡肉
生羊肉
腌制产品
奶粉
冷冻饮品
饮料
生食蔬菜
熟食制品
豆制品
冷菜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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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9!#主要仪器与试剂
3’’)$’AA;’A$;)’697g碱性蛋白胨水’;RJaRK

肉汤’F97g增菌用培养基’)) 琼脂’麦康凯琼脂’伊
红@美蓝琼脂’<%琼脂#青岛高科园海博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产品$’+57F 大肠埃希菌’沙门菌’弧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显色培养基#法国科玛嘉产
品$%沙门菌诊断血清’志贺菌诊断血清#卫生部兰州
生物制品研究所产品$%肠道致病性大肠埃希菌诊断
血清#宁波天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产品$’副溶血性
弧菌*++分群血清#日本生研力生株式会社产品$%抗
生素药敏纸片#英国 +B+&1公司产品$’!4(生化鉴
定试剂条’C&A(‘6!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59!#方法
59!95#食源性致病菌分离与鉴定

检测方法&沙门菌’志贺菌’空肠弯曲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单增李斯特菌’阪崎肠杆菌’致泻性大
肠埃希菌’(%($+57F 检测参照 3;hA8F>"98979:9
"95496496:!!446’ 3;hA 8F>"98979"95496496:!
!44>’ 3;hA 8F>"98979"95496496:!!454’ 3;hA
8F>"98979"95496496:!!45!-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
验.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方法
进行检测 (5 D6) "副溶血性弧菌检测参照 ?$-E3;E

典型生化联合过筛法 (8 D7) %副溶血性弧菌 aRM-?$-

引物由上海赛百盛生物工程公司合成%序列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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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AA3.$3$..A$3AA3’07/@.A.$3.33A
A3$A3$.A3%目的片段为 6:> ]Y, ?$-反应体系
为 !7 !J含 5 l?$-;NWWXZ’AHf 酶’引物’U’A?’灭菌
蒸馏水及模板脱氧核糖核酸 #1’.$%反应程序&
"8 k预变性 6 GIK%按 "8 k变性 64 b’7> k退火
87 b’F! k延伸 87 b%67 个循环%循环结束后 F! k
延伸 7 GIK, 检到阳性基因的再次增菌%分离培养细
菌, 分离培养参照国标方法%选择 :g ’H$J蛋白胨
水生长’氧化酶和阿拉伯糖阳性’蔗糖阴性的为疑
似副溶血性弧菌%进一步鉴定"致病性气单胞菌筛
检参照全国临检规范 (: DF) ,

菌株分离&采用直接分离与增菌分离相结合的
方法%增菌分离称取食品样品 !7 LE!!7 GJ增菌液
)显色培养基或选择性培养基分离"

菌株鉴定&从分离平板上挑取可疑菌落%转种
于营养琼脂平板分纯%用氧化酶归类%典型生化筛
选符合%最后用 .?&生化鉴定条或 C&A(‘6! 全自动
微生物分析系统确定细菌类别到种’群, 对沙门
菌’志贺菌’致泻性大肠杆菌’+5 群和 +56" 霍乱弧
菌和副溶血性弧菌等病原菌进行血清分型,
59!9!#药敏试验

5> 种药敏纸片法采用 [%+推荐的 ‘@;法进
行%质控方法和结果判定按照 !44> 版美国临床和实
验室标准化研究所#$/)&$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执
行标准 (>)执行"凡菌株出现多重耐药属%();/的表
型确证用 $/)&推荐的纸片扩散法%头孢噻肟’头孢
他啶各 64 !L’头孢噻肟h克拉维酸’头孢他啶h克拉
维酸各 64h54 !L"质控菌株为大场埃希氏菌#.A$$

!7"!!$’金黄色葡萄球菌#.A$$!7"!6$’铜绿假单
胞菌#.A$$!F>76$"对耐药菌株用 ?$-检测 55 种
耐药基因%: 种 #@内酰胺酶类耐药基因 # ]JH@A(<’
]JH@$<2!’]JH)%C@5’]JH@+B.5’]JH@+B.!’]JH@?)(@
5h$.-;@!$’7 种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 (HHQ#6 $@’
HHU;’.?%.!’ HYS # 6 $@&H# HYS.5 $’ HHQ# 6 $@&&H
#HHQ$!$)和磺胺类耐药基因,

!#结果
!95#检出情况

: >5! 份食品标本中检出沙门菌’志贺菌’致病
性弧菌#副溶血性弧菌’非 +5 群霍乱弧菌’拟态弧
菌’溶藻弧菌等 8 种$’致病性气单胞菌#啫水气单
胞菌’温和气单胞菌’豚鼠气单胞菌等 6 种$’致病
性大肠杆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等 F 类 5! 种食源性病原菌%共 ! 665 株%检出
率为 689!!g%其中有 6:4 份标本同时检出 ! 种及
以上病原菌"未检出 +5 群霍乱弧菌’+56" 群霍乱
弧菌’梅氏弧菌’美人鱼弧菌’创伤弧菌等致病性弧
菌%未检出简达气单胞菌’舒伯特气单胞菌’中间气
单胞菌等致病性气单胞菌%未检出侵袭性大肠埃希
菌’产毒性大肠埃希菌’肠聚集性大肠埃希菌等致
泻性大肠埃希菌以及阪崎肠杆菌’空肠弯曲菌等食
源性病原菌, 食源性病原菌在食品中的分布情况%
见表 !"致病性弧菌’致病性气单胞菌种类与检出情
况%见表 6, 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最高%见
表 8%生肉样品中沙门菌检出率最高%熟肉样品以金
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最高,

表 !#食品中致病菌检出种类与分布
AH]JX!#ASXbYXQIXbHKU UIbaZI]NaIRK RWYHaSRLXKIQ]HQaXZIHWZRGWRRU

样品名称
检测
份数

检出病原菌株数

金葡菌
致病性
弧菌

沙门菌
致病性气
单胞菌

单增李
斯特菌

志贺菌
致泻性大
肠杆菌

合计
检出率
hg

海产品
淡水产品
生猪肉
生牛肉
生鸡肉
生羊肉
腌制产品
奶粉
冷冻饮品
饮料
生食蔬菜
熟食制品
豆制品
冷菜
合计

6 7!7 > 5 F:4 6: 5!4 57 4 4 5 "6" 77945
5:" ! !> ! !: 4 5 4 7" 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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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6 74 ! 8 4 4 :F 56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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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4 4 4 4 4 4 4 4 4944
:F 4 4 4 4 4 4 4 4 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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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4 4 4 > 6 4 4 55 :97"
674 5: 7 4 4 4 4 4 !5 :944
5F5 54 4 4 4 4 4 4 54 79>7
5:! 4 5 4 4 4 4 4 5 49:!

: >5! "! 5 >!5 !4> 5:8 8! 5 6 ! 665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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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食品中致病性弧菌和致病性气单胞菌种类与构成比
AH]JX6#ASXbYXQIXbHKU QRKbaIaNXKaZHaIRRWYHaSRLXKIQL8>+84HKU YHaSRLXKIQHXZRGRKHbWZRGWRRU

检测地点
致病菌检
出株数

致病性弧菌# # i5 >!5$ 致病性气单胞菌# # i5:8$

副溶 非 +5 群 拟态 溶藻 啫水 温和 豚鼠

阳性数
构成比h
g

阳性
数

构成比h
g

阳性
数

构成比h
g

阳性
数

构成比h
g

阳性
数

构成比h
g

阳性
数

构成比h
g

阳性
数

构成比h
g

海曙
江东
江北
鄞州
镇海
北仑
慈溪
余姚
奉化
宁海
象山
合计

56! >! :!95! F 7964 > :94: 4 4 : 8977 ! 597! 4 4
5:" >" 7!9:: 54 79"! : 6977 5 497" 5! F954 8 !96F 4 4
!7> 55> 879F6 5: :9!4 5! 89:7 6 595: 57 79>5 7 59"8 6 595:
!>6 "> 689:6 5> :96: 7 59"8 5 4967 5> :96: : !95! 6 594:
5F: 584 F"977 54 79:> 8 !9!F 4 4 > 8977 4 4 4 4
587 554 F79>: > 797! : 8958 4 4 : 8958 4 4 4 4
5!! 54! >69:5 5 49>! 6 !98: 4 4 8 69!> 5 49>! ! 59:8
65! 5>" :497> !: >966 5> 79FF : 59"! !4 :985 54 69!5 7 59:4
58: 54> F69"F : 8955 8 !9F8 4 4 : 8955 ! 596F 4 4
!>: !7: >"975 !> "9F" F !987 6 5947 54 6974 7 59F7 6 5947
64! !>7 "896F !: >9:5 5 4966 4 4 : 59"" 4 4 ! 49::

! 665 5 7FF :F9:7 57: :9:" F8 695F 58 49:4 555 89FF 67 5974 5> 49FF

表 8#县#市$区海产品中检出副溶血性弧菌情况

AH]JX8#ASXZXbNJaRWK8>+84*’+’H’$,4?(38G52UXaXQaXU

WZRGbXHWRRU IK ’IKL]RNZ]HK QRNKaIXb
检测地点 阳性率hg 构成比hg

海曙
江东
江北
鄞州
镇海
北仑
余姚
慈溪
奉化
宁海
象山
合计

64975#F! h!6:$ 89"6
!F986#F" h!>>$ 7985
!F9!!#"> h6:4$ :9F5
!496F#F> h6>6$ 7968
84968#584 h68F$ "97"
6F954#547 h!>6$ F95"
8795"#5:" h6F8$ 5597>
6>98"#54! h!:7$ :9""
679>!#": h!:>$ :97>
F49:"#!8: h68>$ 5:9>7
F69F!#!F7 h6F6$ 5>9>8
8598!#5 8:4 h6 7!7$ !##

!9!#血清学分型
!9!95#副溶血性弧菌分型

7:4 株副溶血性弧菌分出 54 个血清群#未做 ‘
抗原%不能定型%只能定群$%其中有 64 株不能分
群%分群率为 "89:8g, 54 个血清群按检出率排序
分别为 +y:群 "7 株’+y7群 >6 株’+y55 群 :> 株’+y
!群 :4 株’+y8群 7! 株’+y5群 8" 株’+y"群 85 株’+
yF群 6: 株’+y54 群 !> 株’+y6群 5> 株’检出率分别
为 5:9":g’ 589>!g’ 5!958g’ 549F5g’ "9!"g’
>9F7g’F96!g’:986g’7944g’69!5g, +y:群和
+y7群相对为流行优势血清群,
!9!9!#沙门菌血清分型

检出的 !4> 株沙门菌分出 57 个血清型%分别为
德尔卑沙门菌 64 株’肠炎沙门菌 !: 株’阿贡纳沙门
菌 5> 株’圣保罗沙门菌 5! 株’波茨坦沙门菌 5! 株’
鼠伤寒沙门菌 57 株’斯坦利沙门菌 54 株’山夫登堡
沙门菌 " 株’纽波特沙门菌 > 株’布利丹沙门菌
> 株’鸭沙门菌 : 株’伦敦沙门菌 56 株’汤卜逊沙门
菌 6 株’猪霍乱沙门菌 ! 株"未定型沙门氏菌#分属

于 ;’$’1’(5 群$6: 株,
!9!96#志贺菌血清分型

检出的 5 株志贺菌为 !H型福氏志贺菌,
!9!98#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血清分型

检出的 6 株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为致病性大肠
埃希氏菌 +55" 血清群 ! 株’+5!> 血清群 5 株,
!96#药敏试验

对 F:4 株副溶血性弧菌’!4> 株沙门菌’5:8 株气
单胞菌’6 株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 株金黄色葡萄
球菌’8! 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进行药敏试验%菌
株对大多数抗生素敏感%但对氨苄西林等青霉素类抗
生素有一定的耐药性%结果详见表 7, 有 6 株致病性
气单胞菌耐氨苄西林’氯霉素’头孢唑啉’环丙沙星等
多种抗生素耐药%为多重耐药菌%进一步作耐药基因
测定%检出氨基糖苷类#HHQQ$耐药基因,

6#讨论
食品污染物监测’食品风险检测是评估食品安

全的关键环节%是保障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同时
也为食品贸易和经济发展服务 (") , 检测显示%本地
区零售的农副产品和熟肉制品’企业生产的冷冻食
品与饮料’饭店#宾馆$制作的冷菜等 56 类食品共
: >5! 份样品%检出致病菌 F 类 5! 种%共 ! 665 株%

检出率为 689!!g%高于席昭雁等的报道 (54) %表明宁
波地区食品受致病菌污染严重%尤其是海产品中副
溶血性弧菌的携带率较高%总检出率为 8598!g%高
于刘秀梅等人 (>)的报道, 生肉和熟肉样品分别以
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最高%应引起关
注, 特别是致病性气单胞菌也应引起关注%该菌分
布广泛%通过环境中的水’鱼及贝类感染人类%可引
起腹泻’食物中毒’脑膜炎和败血症等疾病 (55 D5!) ,

近年来%由该菌引起的感染性腹泻和食物中毒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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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食品中致病菌株的抗生素药敏试验结果
AH]JX7#ASXUZNLbXKbIaIeXaXbaZXbNJaRWYHaSRLXKIQbaZHIKbWZRGWRRU

抗生素名称
耐药率hg

副溶血性弧菌
# iF:4

沙门氏菌
# i!4>

气单胞菌
# i5:8

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
# i6

金黄色萄萄球菌
# i"!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 i8!

氨苄西林 749F" 7F9:" >!9"6 ::9:F 549>: 559"4

氨苄西林h舒巴坦 4 4 5>9!" 4 4 4

哌拉西林 4 78966 69:: 4 !>9!: 4

头孢唑啉 4 4 6947 4 4 4

头孢噻肟 4 4 59>6 4 4 89F:

头孢曲松 4 4 4 66966 4 4

头孢他啶 4 4 59>6 4 4 4

亚胺培南 4 4 4 4 4 4

氨曲南 4 4 !988 4 594" 4

庆大霉素 4 "956 4 ::9:F 4 F958

阿米卡星 4 79!" 59>6 4 4 4

四环素 4 4 89>> 66966 4 4

强力霉素 4 >9:7 69:: 4 4 4

萘啶酸 4 4 4 4 4 4

环丙沙星 4 4 !988 4 !95F 4

诺氟沙星 4 4 4 4 4 4

氯霉素 4 4 !59"7 4 4 4

复方 )<\ 559F5 !:9"! 8!9:> 66966 "9F> 4

道增加 (56 D57) , 气单胞菌具有天然抗药性%一旦感
染%治疗困难%提示应加强对该菌的检测和致病性
研究,

宁波地处浙东沿海%结果显示%海产品中受副
溶血性弧菌污染的范围在 !496Fg =F69F!g之间%
占前三位的海产品分别是泥螺’海瓜子和蚶子%从
地区分布来看%象山’宁海地区的海产品副溶血性
弧菌带菌率高%分别为 F69F!g’F49:"g%与其他地
区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i677967% 6j
49447$, 这可能与地理环境有关%两个高带菌率地
区临海更近%海产品捕获后直接上市%腐败菌与副
溶血性弧菌的生存处于平衡%导致检出率较高%说
明在临海地区食用新鲜的海产品感染副溶血性弧
菌的风险更大, 血清分型显示%7:4 株副溶血性弧
菌分为 54 个血清群%以 +y:群和 +y7群为优势血清
群%说明来源海产品的副溶血性弧菌血清群分散%
与全球流行的 +y6群不同 (5:) %但存在一定数量的
+y6群等致病性株%提示海产品是引起副溶血性弧
菌食源性疾病散发或暴发的主要原因, 本次监测
的海产品大多是本地的小海鲜%每天会大量上市%
由于市民喜食%消费量很大%其中大多为生食或半
生食%易引起副溶血性弧菌的感染, 如加工不当%
发生交叉污染%将增加发病的危险性%因此要加强
监测%及时预警%以减少副溶血性弧菌所导致的食
源性疾病的发生%保障市民的身体健康, 检测还发
现%生肉类食品中沙门菌的检出率达 "9:>g#5F4h5
F7:$%高于其他食品中 49F7g #6>h7 47: $的检出
率%提示在生肉类食品的运输’储藏以及清洗等过

程中要注意卫生%加工过程中用具’容器等按生熟
食品用途分开以防止交叉污染%要煮熟煮透%以降
低发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生
猪’鸡’牛’羊等养殖以及屠宰的规范化管理%从源
头上降低肉类的污染程度,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细菌的耐药性问题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检测显示%食品中检出的副
溶血性弧菌’沙门菌’致病性气单胞菌’致病性大肠
埃希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性较高%
而对其他抗生素有较高敏感性#其中金黄色葡萄球
菌对复方 )<\也有较强的耐药性$%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耐药性最低, 检出的 6 株多重耐药菌均
属气单胞菌% 带氨基糖苷类#HHQQ$耐药基因%其多
重耐药性是否与天然耐药性相关有待于进一步证
实%但应引起关注, 副溶血性弧菌是宁波市最严重的
食源性病原菌%其耐药性与叶茂华调查结果相似(5F) %

但不同于本地区 !44F 年检测的菌株对阿米卡星’庆
大霉素的耐药结果(5>) %说明食品中的副溶血性弧菌
等致病菌耐药性是动态变化的%耐药性差异可能是地
区’医院使用抗菌素的习惯及经验用药的种类以及菌
株来源不同等因素综合所致, 本次调查表明%所分离
菌株对 #@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都较敏感%
故临床治疗用药上可有较多的选择, 因此%在选用抗
生素治疗时应以菌株而异%未经检测滥用抗生素’在
正规治疗前自行服药等极易造成耐药菌株的产生,
氨苄西林的高耐药性提示应该加强对水产品滥用抗
生素的限制%若长期超量使用抗生素和抗菌药物%势
必造成细菌耐药基因转移’抗药性增加’水产品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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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残留等严重后果, 但由于滥用抗生素和细菌间耐药
基因的传递%仍然应该密切注意食品中致病菌对抗生
素的耐药状况%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为预防和控
制食源性病原菌引起的感染性腹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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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454 年山西省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分析

宋晓红!乔玫!刘晔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西#太原#46445!$

摘#要!目的#了解山西省食源性致病菌的污染现状% 方法#按照 !454 年度)全国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手册*

进行% 结果#5 7F: 份样品中共检出阳性菌株 58" 株!检出率为 "987g!其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副溶血性
弧菌污染比较严重!总检出率为 "974g和 >9!!g!金黄色葡萄球菌"阪崎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总检出率分别为
694!g"5955g和 49>Fg% 不同类别食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差异较大!生肉中致病菌的检出率高居榜首为
8"966g!主要污染菌为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沙拉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5F96"g!主要污染菌为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食水产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5:9"8g!主要污染菌为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熟肉制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9>8g!主要污染菌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中式凉拌菜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9>"g!主要污染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鲜榨果汁中致病
菌的检出率为 :9:Fg!主要污染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鲜冻水产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7944g!主要污染菌为副溶
血性弧菌&婴幼儿配方粉h米粉h谷粉h豆奶粉中阪崎杆菌的检出率为 5955g% 结论#山西省多种食品均存在食源
性致病菌不同程度的污染!应加大对散装食品"即食食品和生食水产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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