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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市售活鸡及腹泻患者中非伤寒沙门菌的分子特征的相似性及耐药性，预防沙门菌的感染流行。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从 １ ０５４ 份腹泻患者粪便样品及 ４４０ 份农贸市场的活鸡肛拭子中分离出的非

伤寒沙门菌株 ９３ 株，进行血清分型，对常见的非伤寒沙门菌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进行分子分型、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ｓｃ
ｖ４ ０ 进行聚类分析、纸片扩散法（Ｋ⁃Ｂ 法）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 结果　 １ ０５４ 份腹泻样品中共检出非伤寒沙门菌

８８ 株，分离率为 ８ ３５％ ，分为 ２５ 种血清型，肠炎沙门菌居多。 其中 ０ ～２ 岁的婴幼儿检出率较高，占 ５２ ２７％ （４６ ／ ８８）。
ＰＦＧＥ 结果：１６ 株肠炎沙门菌分成 １４ 个 ＰＦＧＥ 型、１２ 株斯坦利沙门菌分成 １１ 个 ＰＦＧＥ 型、１４ 株鼠伤寒沙门菌分成

１４ 个 ＰＦＧＥ 型、６ 株德尔卑沙门菌分成 ５ 个 ＰＦＧＥ 型；对菌株间的相似性进行比较发现两个 １００％ 同源的肠炎沙门菌

ＰＦＧＥ 型，其他菌株的分子特征的相似性不大，鸡源菌株与人源菌株的分子特征相似性不大；对 １２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

率在 ５０％以下，不同的血清型耐药率各不相同，耐药较严重的为德尔卑沙门菌。 ４４０ 份活体鸡肛拭子分离出的非伤寒

沙门菌 ５ 株，分离率为 １ １４％ ，共分得 ４ 种血清型，其中姆班达卡沙门菌病人中未检出。 结论　 该地区由非伤寒沙门

菌引起腹泻的感染率高，尤以婴幼儿多见，患者与鸡未发现有同一克隆株，对常用抗生素有很好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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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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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伤寒沙门菌是一群伤寒、副伤寒以外的沙门

菌。 该菌所致疾病具有种系特异性，轻者为自愈性

胃肠炎，能引起人畜共患病。 根据食源性疾病细菌

性病原所致危害的严重性，沙门菌被列为首选控制

的食源性致病菌，尽管以往对沙门菌感染做了许多

监控工作，但每年世界范围仍有大量由沙门菌污染

食物引起的病例发生。 东莞东华医院耐药监测数

据显示，非伤寒沙门菌检出率在肠杆菌科细菌中排

名第五位［１］。 近年来，由于抗菌药物在畜牧业中广

泛使用，特别是在食源性动物中作为促生长剂广泛

应用，使非伤寒沙门菌耐药性问题日益严重，其流

行病学情况表现出新的特征，因而监测和控制沙门

菌的流行和耐药性变异，成为关注的热点，世界卫

生组织在 ２０００ 年成立全球沙门菌监测网，广东省成

立了食源性疾病监测网。 鸡作为人类食用最多的

家禽之一，也是沙门菌储存宿主，为了解非伤寒沙

门菌在人源和鸡源的流行是否存在相关性和同源

性，现将东莞地区市售活鸡及腹泻患者中分离的非

伤寒沙门菌检测情况及耐药情况报导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１ １ １　 菌株和样品来源

菌株来源：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用沙

门菌标准菌株（Ｈ９８１２），来源于全国病原细菌实验

室监测网络 ＰｕｌｓｅＮｅｔ Ｃｈｉｎａ。
活鸡样品来源：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采集自东莞东城

区 ５ 个农贸市场的活鸡 ４４０ 只，用运送培养基中的

拭子直接插入活鸡的肛门直肠约 ２ ～ ４ 公分处，转动

几下，取出后插入运送培养基中送检。
腹泻患者样品来源：收集东莞东华医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门诊和住院腹泻患者粪便

样品 １ ０５４ 份（腹泻病患者需符合：腹泻每日排便

３ 次或以上，粪便有性状改变，并符合以下任何一

条标准为疑似感染非伤寒沙门菌病例：发热，体温

＞ ３８ ℃，或伴有头痛、寒战、疲劳，有恶心、呕吐或

腹痛等症状）。
１ １ 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ＣＨＥＦ ＭＡＰＰＥＲ 脉冲场凝胶电泳仪和 ＧＥＬ Ｄｏｃ
ＥＱ 凝胶成像分析系统均购自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比浊仪

（美国 ＤＡＤＥ ＢＥＨＲＩＮＧ），ＶＩＴＥＫ⁃ＣＯＭＰＥＴ 细菌鉴

定（法国梅里埃）。
ＭＨ 平板（广州市迪景生物有限公司），ＳＢＧ 增

菌液、ＸＬＤ 平板、沙门菌显色培养基及沙门菌生化

管均购自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沙门菌诊

断血清（泰国 Ｓ＆Ａ），药敏纸片（英国 ＯＸＩＯＤ），Ｘｂａ

Ⅰ酶（美国 Ｐｒｏｍｅｇａ），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 Ａｇａｒｏｓｅ 琼脂糖

（美国 Ｃａｍｂｒｅｘ），蛋白酶 Ｋ（德国 Ｍｅｒｃｋ）。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分离培养方法

采集到的新鲜粪便样品或肛拭子接种到 ＸＬＤ
平板及 ＳＢＧ 增菌液，３７ ℃培养过夜后用沙门菌显色

平板分离，３７ ℃培养过夜挑取紫色可疑菌落做初步

生化鉴定，生化结果符合者再做血清凝集试验和系

统生化鉴定。
１ ２ ２　 药物敏感试验

采用纸片扩散法（Ｋ⁃Ｂ 法），包括下列抗菌药

物：氨苄两林（ＡＭＰ）、头孢他啶（ＣＡＺ）、环丙沙星

（ＣＩＰ）、氯霉素（ＣＨＬ）、头孢噻肟（ＣＴＸ）、头孢吡肟

（ＦＥＰ）、庆大霉素（ＧＥＮ）、萘啶酸（ＮＡＬ）、磺胺甲二

唑（ＳＭＸ）、链霉素（ ＳＴＲ）、四环素（ＴＣＹ）和甲氧苄

啶（ＴＭＰ），共 １２ 种。 结果判定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

标准化研究所（ＣＬＳＩ）２０１０ 年版标准判读［２］。
１ ２ ３　 ＰＦＧＥ 方法

参照美国 ＰｕｌｓｅＮｅｔ 伤寒沙门菌 ＰＦＧＥ 标准操作

方法［３］。

２　 结果

２ １　 腹泻患者检测结果

２ １ １　 检出情况

１ ０５４ 例腹泻患者的大便样品中培养出 ８８ 株沙

门菌，阳性率为 ８ ３５％ 。
２ １ ２　 年龄分布

沙门菌阳性的腹泻患者 ５２ ３％ 为婴幼儿，成年

人只占 ３３ ０％ ，见表 １。

表 １　 非伤寒沙门菌腹泻患者的年龄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ｅ ｏｆ ｎｏｎ ｔｙｐｈｏｉｄａｌ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年龄 ／ 岁 菌株数 ／ 株 百分比 ／ ％
０ ～ ２ ４６ ５２ ２７
２ ～ ２０ １３ １４ ７７

２０ ～ ８３ ２９ ３２ ９５
合计 ８８ １００ ００

２ １ ３　 血清分型结果

对检出的 ８８ 株沙门菌进行血清学分型，共分

２５ 个血清型，其中肠炎沙门菌最多，占 ２３ ８６％ ；其
次是斯坦利沙门菌，占 １７ ０５％ ；第三位是鼠伤寒沙

门菌， 占 １５ ９１％ ； 第四位是德尔卑沙门菌， 占

１０ ２３％ ，见表 ２。
２ １ ４　 ＰＦＧＥ 结果

对排在前四位的沙门菌进行 ＰＦＧＥ 分型并用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ｓｃ ｖ４ ０ 软件对 ＰＦＧＥ 图谱进行聚类分析：
其中 １６ 株肠炎沙门菌分出 １４ 个 ＰＦＧＥ 型、１２ 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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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８８ 株非伤寒沙门菌的血清分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８８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ｎｏｎ⁃ｔｙｐｈｏｉｄａｌ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血清型 菌株数 ／ 株 百分比 ／ ％ 血清型 菌株数 ／ 株 百分比 ／ ％
肠炎沙门菌 ２１ ２３ ８６ 波茨坦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斯坦利沙门菌 １５ １７ ０５ 菲尔摩雷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鼠伤寒沙门菌 １４ １５ ９１ 汤卜逊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德尔卑沙门菌 ９ １０ ２３ 阿尔顿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利奇菲尔德沙门菌 ３ ３ ４１ 阿格玛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Ｉ４，５，１２：ｉ：⁃ ２ ２ ２７ 阿贡纳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韦太夫雷登沙门菌 ２ ２ ２７ 阿木提夫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印第安纳沙门菌 ２ ２ ２７ 阿西纳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布伦登卢普沙门菌 ２ ２ ２７ 格罗斯出浦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新加坡沙门菌 ２ ２ ２７ 哈达尔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维尔肖沙门菌 ２ ２ ２７ 卡斯特卢普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罗森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科特布斯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伦敦沙门菌 １ １ １４

坦利沙门菌分出 １１ 个 ＰＦＧＥ 型、１４ 株鼠伤寒沙门菌

分出 １４ 个 ＰＦＧＥ 型、６ 株德尔卑沙门菌分出 ５ 个

ＰＦＧＥ 型； 对 菌 株 间 的 相 似 性 进 行 比 较 发 现：
ＥＳＳ１２１７７ 及 ＥＳＳ１２１８５ 为 同 一 ＰＦＧＥ 图 谱，
１３ＥＳＳ０６５５、ＥＳＳ１２７５９ 和 ＥＳＳ１２７６４ 为同一 ＰＦＧＥ 图

谱，均为肠炎沙门菌，其中 ＥＳＳ１２１７７ 及 ＥＳＳ１２１８５
分离自一起食物中毒的患者；１３ＥＳＳ０６５５、ＥＳＳ１２７５９

和 ＥＳＳ１２７６４ 分离自不同年份及不同的地方的婴幼

儿，提示肠炎沙门菌在不同地区的高度散发的可

能，其他菌株的相似值在 ５１ ２％ ～ ９６ ８％ 之间，肠
炎沙门菌的 ＰＦＧＥ 结果见图 １，鸡的肠炎沙门菌菌株

与患者的肠炎沙门菌菌株相似值为 ８４ ７％ ，鸡的德

尔卑沙门菌菌株与患者的德尔卑沙门菌菌株相似

值为 ７７ ５％ ，暂未发现关联。

图 １　 肠炎沙门菌的聚类分析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ｄｉｓ

２ １ ５　 药物试验结果

受检 ８８ 株非伤寒沙门菌的耐药率均 ＜ ５０ ０％ ，
不同血清型的沙门菌耐药情况不同，肠炎沙门菌耐

药率超过 ５０％ 的有两种，其余均 ＜ ５０％ ；斯坦利沙

门菌对 １２ 种药物的耐药率均 ＜ ３０％ ；鼠伤寒沙门菌

对 ６ 种药物的耐药率 ＞ ５０％ ；德尔卑沙门菌除 ５ 种

药物 ＜ ３０％外，其余均 ＞ ５０％以上，见表 ３。
２ ２　 鸡源沙门菌的检出情况

２ ２ １　 检出情况

从 ４４０ 只鸡肛门拭子中分离出 ５ 株沙门菌，检

出率只有 １ １４％ 。
２ ２ ２　 血清分型

共分 ４ 个血清型，其中姆班达卡沙门菌 ２ 株，占
４０％ ；肠炎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各

１ 株，各占 ２０％ 。
２ ２ ３　 药敏结果

耐药 率： 磺 胺 甲 二 唑 为 １００％ ， 四 环 素 为

６０％ ，萘啶酸和链霉素为 ４０％ ，氨苄西林、氯霉

素、甲氧苄啶均为 ２０％ ，喹诺酮类、头孢类及庆大

霉素为 ０。



—６０８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６ 卷第 ６ 期

表 ３　 常见非伤寒沙门菌血清型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ｎｏｎ⁃ｔｙｐｈｏｉｄａｌ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抗菌药物名称

肠炎沙门菌
ｎ ＝ ２１

斯坦利沙门菌
ｎ ＝ １５

鼠伤寒沙门菌
ｎ ＝ １４

德尔卑沙门菌
ｎ ＝ ９

全部
ｎ ＝ ８８

Ｒ Ｓ Ｒ Ｓ Ｒ Ｓ Ｒ Ｓ Ｒ Ｓ
氨苄西林 ６１ ９ ３３ ３ ２ ７ ６０ ０ ５７ １ ４２ ９ ２２ ２ ６６ ７ ４６ ６ ４６ ６
头孢他啶 １４ ３ ８５ ７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７ １ ９２ 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５ ７ ９３ ２
环丙沙星 ０ ０ ９０ 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４ ３ ５７ １ ２２ ２ ３３ ３ ９ １ ７９ ５
氯霉素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９３ ３ ３５ ７ ５７ １ ８８ ９ ０ ０ ２１ ６ ７５ ０
头胞噻肟 ２３ ８ ７１ ４ ０ ０ ８６ ７ ７ １ ９２ ９ ０ ０ ８８ ９ ９ １ ８５ ２
头胞吡肟 １９ ０ ７１ ４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７ １ ９２ 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８ ０ ８９ ８
萘啶酸 ６６ ７ ３３ ３ ６ ７ ９３ ３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６６ ７ ３３ ３ ３９ ８ ５５ ７
磺胺甲二唑 ４７ ６ ４７ ６ １３ ３ ８６ ７ ５７ １ ４２ 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４８ ９ ５０ ０
链霉素 ２３ ８ ７６ ２ １３ ３ ６０ ０ ６４ ３ ２１ 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４４ ３ ４２ ０
四环素 ２３ ８ ６１ ９ ２０ ０ ４６ ７ ５７ １ １４ ３ ７７ ８ ０ ０ ４０ ９ ３６ ４
甲氧苄啶 ２３ ４ ７１ ４ ２６ ７ ５３ ３ ５４ １ ４２ ９ ６６ ７ １１ １ ３８ ６ ５０ ０

注：ｎ：菌株数 ／株；Ｒ：耐药率 ／ ％ ；Ｓ：敏感率 ／ ％

２ ２ ４　 ＰＦＧＥ 结果

两株姆班达卡沙门菌的相似值为 ９２ ３％ ，其他

均在 ５８ ３％ ～ ７４ １％之间，对菌株间的相似性进行

比较，显示未发现关联，见图 ２。

图 ２　 鸡源沙门菌的聚类分析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ｃｋｅｎ

３　 讨论

食物传播是人类感染沙门菌的主要途经，肉类

（尤其是畜禽肉）等很多食品都与沙门菌疾病有关。
本研究腹泻患者粪便样品沙门菌分离率为 ８ ３５％，高
于广东省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５８％ ［４］、上海的 ３ １３％ ［５］、北
京的 ３ ５９％ ［６］的非伤寒沙门菌的分离率。 从菌株来

源的人群年龄分布构成比可知，婴儿感染沙门菌的构

成比明显高于成人，与广东省 ２０１０ 年的报导［４］相似。
鸡是人类常食用的家禽之一，本研究从 ４４０ 份活鸡肛

拭子中分离出沙门菌 ５ 株，分离率比广东省禽畜产品

报导的 ２０ １％ ［７］低，比 ２０１０ 年河南、江苏、四川和山

东四省选择 ５ 家规模化养殖场和 １４ 家屠宰加工厂活

鸡酮体检出的 ６ ７％低［８］。 分析此研究结果，认为可

能的原因有三：一是与鸡饲料中含有抗菌素抑制沙门

菌生长有关；二是说明活鸡本身带菌率并不高，在做

成肉类产品时人为污染造成；三是鸡的带菌率也有地

方差异。 确切原因仍值得探讨。 本研究腹泻患者非

伤寒沙门菌血清型分为 ２５ 种，这说明感染非伤寒沙

门菌的血清型具有多样性。 ２５ 种血清型中绝大多数

为常见的 Ａ ～ Ｆ 群沙门菌，以肠炎沙门菌为主，占比

为 ２３ ８６％，分别高于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的

２３ ３９％ ［９］和 １０ ９６％ ［４］、上海的 ２２ ４５％ ［５］，低于北

京的４５ １９％ ［６］，其次为斯坦利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

及德尔卑沙门菌；从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两年的暴发监测来

看，１０ 起食物中毒暴发事件中有 ７ 起是由肠炎沙门

菌或鼠伤寒沙门菌引起的。 提示广东省引起感染性

腹泻的沙门菌中肠炎沙门菌和鼠伤寒沙门菌是最主

要和最常见的 ２ 种血清型，这与亚洲、欧洲、拉丁美洲

地区沙门菌流行的优势血清型数据是一致的［９］。
本研究中沙门菌对 １２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在

５０％以下，６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低于 ３０％ ，故临床对

这些药物可以经验性用药。 不同的血清型耐药率

各不相同，耐药比较严重的为德尔卑沙门菌，对喹

诺酮类耐药率为 ４ 种血清型的最高，达 ２２ ２％ ，对
氨基糖苷类、磺胺类、链霉素的耐药率高达 １００％ ；
鼠伤寒沙门菌的耐药现象也很严重，有 ６ 种药物的

耐药率 ＞ ５０％ ；斯坦利沙门菌虽分离率排位第二，但
耐药现象不严重，对 １２ 种药物的耐药率均 ＜ ３０％ ；
本研究显示东莞分离的沙门菌耐药率比 ２０１０ 年广

东省的报导低［４］。 但值得注意的是，因氨苄西林耐

药率高达 ４６ ６％ ，在治疗婴幼儿感染沙门菌时可根

据药敏结果指导临床用药，不能凭经验用药，否则

医生可选择的药物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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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Ｘｂａ Ｉ 酶切，本研究对常见的非伤寒沙门菌

进行 ＰＦＧＥ 分型，除发现相似值在 １００％的两个 ＰＦＧＥ
型均为肠炎沙门菌外，其余菌株的相似值在 ５３ ９％ ～
９６ ８％之间，关联性不大。 与广东省 ２０１０ 年的报

导［４］提示鼠伤寒沙门菌在不同地区的婴儿中高度散

发不同，本资料提示肠炎沙门菌在不同地区的婴儿高

度散发的可能，提示菌群感染有所变迁。
对病人分离株与鸡源分离株进行 ＰＦＧＥ 分型结

果显示，暂时未发现关联，但鸡的分离菌 ４ 个血清型

中有 ３ 个是腹泻患者常见的，说明鸡是感染源。 尤

其姆班达卡沙门菌占了 ４０％ ，而从 ２００７ 年到今

年［４，７，９ － １０］广东省未从腹泻患者中分离出该菌，查阅

北京［６］、上海［５］ 以及河南、江苏、四川、山东四省［８］

均未见报导该菌的检出，该血清型今后会否在人类

中传播，值得关注。
非伤寒沙门菌存在于人的肠道，也存在家禽的

肠道，不仅能够通过食物链、人与禽畜接触或环境

散播，还能在人与人，或人与禽畜之间进行传递，引
发非伤寒沙门菌导致的疾病暴发流行，给食品性动

物产品的生产、沙门菌病患者的临床治疗及公共卫

生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同时对全球人类健康的

影响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我们除了要关注

患者的非伤寒沙门菌的检出及耐药性，也要关注家

禽的带菌情况及与人类的关联性，及时采取预防措

施，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志谢　 感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

所邓小玲副所长、微生物研究所柯碧霞、何冬梅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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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福建省地产茶叶中稀土元素的残留状况，为减少稀土污染，科学制定茶叶稀土限量标准提供

依据。 方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在福建省主要产茶地区的产地和市场随机抽取 ９ 个茶叶品种共 １４５ 份样品，采用微波

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样品中 １５ 种稀土元素含量。 结果　 ９ 个品种 １４５ 份样品的稀土氧化物总量在

０ ４０５ ～ ２０ ７４ ｍｇ ／ ｋｇ，平均值 ２ ９８８ ｍｇ ／ ｋｇ，中位数 １ ８５７ ｍｇ ／ ｋｇ，合格率为 ５３ ８％ 。 各主要茶产区茶叶的稀土残留

量：闽南地区 ＞ 闽北地区 ＞ 闽东地区。 茶叶中的稀土残留与土壤和肥料中的稀土含量密切相关。 结论　 福建省地

产茶叶中稀土超标情况不容乐观，应引起重视，加强监管，国家现行的茶叶中稀土元素的限量标准 ＧＢ ２７６２—２０１２
《食品中污染的限量》值得商榷。

关键词：茶叶； 稀土元素；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污染物； 限量； 食品安全标准

中图分类号：Ｒ１５５ ５；ＴＳ２０１ 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４５６（２０１４）０６⁃０６０９⁃０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５９０ ／ ｊ． ｃｊｆｈ． ２０１４ ０６ ０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