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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掌握 +**8*+*’+ 年北京出入境口岸食品和饲料中沙门菌的血清型分布$ 方法)对 ?& 株分离自
+**8*+*’+ 年北京出入境口岸食品及饲料中的沙门菌以及 ’7 株中国医学细菌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的参比

菌株!共 :6 株沙门菌进行血清分型鉴定$ 结果)?& 株沙门菌分离株中有 8 株沙门菌未能鉴定血清群!其他 ?’ 株

沙门菌分属于 ( 个群!76 个血清型!其中 .群和 !’ 群较多!分别占 +(@+f"’(>?&#和 +?@+f"’:>?&#$ 分离出 : 株

阿贡纳沙门菌!占分离株的 ’*@6f":>?&#&+ 株肠炎沙门菌!占分离株的 7@’f"+>?&#$ 本实验室首次分离出 ’ 株

斯特拉福德沙门菌$ 结论)北京出入境口岸食品及饲料中的沙门菌血清群及血清型众多且分布广泛!开展沙门菌

血清型监测!为预防北京市食源性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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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是一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畜共患病的
病原菌"寄生于人类和动物肠道内"对人类和动物
都有一定的危害(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
国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网的数据显示"+**(!+*’+
年美国每年由沙门菌导致的食源性疾病暴发次数
为 ’’6 次"约占细菌类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总数的

8(f )’* ( 不同血清型的沙门菌的菌体抗原不同"致

病力强弱也有差异 )+* "沙门菌不同血清型可以引起
人类或动物不同的疾病"包括人类疾病如胃肠炎’

肠热症’菌血病或败血症等 )7* "也可引起动物疾病
如禽沙门菌病’猪沙门菌病’牛沙门菌病’马流产沙
门菌病等 )8* (

沙门菌的血清型种类繁多"目前全世界已经报
道的血清型有 + &** 多种"分属于 8? 个血清群"而
我国报道的血清型约有 7** 种"分属于 7: 个血清
群 )&* ( 国际微生物学会沙门菌分会于 ’(78 年公布
了沙门菌的第 ’ 个抗原表" 即考 夫曼$怀 特表
#\HVDDGHLL$REIPN0CENGN$ )?* "沙门菌抗原表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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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形成了一个简化的诊断抗原表( 沙门菌的命
名与其血清型相关 ):* "不同血清型的沙门菌的致病
能力各不相同(

国内有研究 )6*显示"引起沙门菌食物中毒的食
品中"(*f以上是动物源性食品( 动物源性食品中
分离的沙门菌包括伤寒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副
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菌等致病性较强的血清型"
这些细菌与人类食源性疾病密切相关"并且均可通
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而感染 )(* (

饲料容易受到沙门菌的污染"其原料中常常包
含动物源性的成分"如鱼粉’骨粉’血粉等( 这些原
料中蛋白质和矿物质含量高"营养丰富"足以提供
沙门菌生长的所需元素( 而饲料在生产加工以及
包装’储藏和运输过程中都可能会引入沙门菌 )’** (
畜类可因食用被沙门菌污染的饲料而引起沙门菌
病"畜类感染沙门菌后可呈无症状的带菌状态"此
状态下的畜类若被食用"将危害人类身体健康 )’’* (

本研究对 +**8!+*’+ 年北京出入境口岸食品
及饲料中分离的沙门菌进行血清型鉴定"为预防北
京市食源性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试验菌株

+**(!+*’+ 年分离自北京出入境口岸食品及
饲料中的沙门菌 ?& 株"经 eIPNa+ !ZG[HCP微生物鉴
定系统进行生化鉴定确证为沙门菌( ’7 株参比沙
门菌菌株均购自中国医学细菌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见表 ’(

表 ’)参比菌株信息
"ĤJN’)9NPHIJ0ZD_NDN_NLCN0P_HIL0PN0PN‘ IL PEI00PV‘]

菌株名称 !%!!菌种号 保存时间

阿尔蒂斯沙门菌 &*’?* +*’* 年 ’ 月 ( 日

阿雷查瓦莱塔沙门菌 &*6+? +*’* 年 ’ 月 ( 日

阿姆亥斯特沙门菌 &*6+: +*’* 年 ’ 月 ( 日

阿哥纳沙门菌 &*7?* +*’* 年 ’ 月 ( 日

阿德莱德沙门菌 &**?& +*’* 年 ’ 月 ( 日

艾斯奇沙门菌 &*’(( +*’* 年 ’ 月 ( 日

布拉瓦约沙门菌 &*6?( +*’* 年 ’ 月 ( 日

肠炎沙门菌 &**8’ +*’* 年 ’ 月 ( 日

巴雷利沙门菌 &*’+7 +*’* 年 ’ 月 ( 日

亚利桑那沙门菌 8:**’ +*’* 年 ’ 月 ( 日

鼠伤寒沙门菌 &*’’& +*’* 年 ’ 月 ( 日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 +*’* 年 ’ 月 ( 日

肠炎沙门菌丹尼什氏变种 &*’** +**( 年 ’’ 月 +? 日

’@’@+)主要仪器与试剂
细菌浊度仪’eIPNa+ !ZG[HCP全自动微生物生

化鉴定系统均购自法国梅里埃"低温培养箱( 琼脂
#S=$培养基’-KH_G琼脂’半固体琼脂均购自北京

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灭菌生理盐水 #浓度为
*@6&f$"沙门菌诊断血清套装#?* 瓶"泰国 -r=$"
革兰阴性细菌鉴定卡#法国梅里埃$(
’@+)方法
’@+@’)试验菌株的制备

将保存于 g’6 h沙门菌分离株以及 !%!!参
比菌株划线接种于 S=平板上"7: h培养 +8 E"连
续活化 7 次"经过继代培养后观察菌株的生长状态"
选取单菌落进行试验(
’@+@+)血清分型

参照泰国 -r=血清说明书进行血清凝集试验(
记录沙门菌 3抗原与 5抗原的结果"对照沙门菌的
\HVDDGHLL$REIPN0CENGN抗原表 )’+*得出其血清型(

+)结果与分析
+@’)血清群分布

?& 株沙门菌分离株有 8 株未能鉴定血清群"其
他的 ?’ 株沙门菌分属于 ( 个血清群"76 个血清型"
其中 .群最多为 ’( 株"占 +(@+f&!’ 群为 ’: 株"占
+?@+f&!+ 群和 !7 群均为 ? 株"各占 (@+f&9群为
7 株"占 8@?f&,’ 群为 & 株"占 :@:f&=群和 ,8 群
均为 + 株"各占 7@’f&F群为 ’ 株"占 ’@&f(

’7 株沙门菌的参比菌株有 & 株未能鉴定血清
群"其他的 6 株沙门菌分属于 & 个血清群": 个血清
型"其中 .群最多为 7 株"占 +7@’f"9群有 + 株"
占 ’&@8f"=群’!’ 群’!+ 群均为 ’ 株"各占 :@:f(
+@+)血清型分布

?& 株沙门菌分离株共分出 76 个不同的血清
型"其中 .群有 ’* 个血清型"!’ 群有 ’’ 个血清型"
!+ 群有 8 个血清型",’ 群有 8 个血清型"!7 群有
7 个血清型"9群和 ,8 群各有 + 个血清型"=群和 F
群各有 ’ 个血清型( 各血清型中检出最多的是 .
群阿贡纳沙门菌"共检出 : 株"其次是 !7 群的肯塔
基沙门菌"共检出 7 株( 其余各血清群均有 ’ j+ 个
血清型( ?& 株沙门菌分离株血清型分布情况详见
表 +(

’7 株沙门菌参比菌株共分出 : 个不同的血清
型"其中 .群有 7 个血清型"=群’!’ 群’!+ 群’9
群各有 ’ 个血清型( 血清型分布情况详见表 7(
+@7)沙门菌在不同食品和饲料中的检出情况

根据沙门菌在食品中的分布"统计可得沙门菌
在不同食品中的检出情况"?& 株沙门菌中有 +8 株
来源于各种肉类"占总分离比例的 7?@(f&’+ 株来
源于各种水产品"占 ’6@&f&’’ 株来源于各类酶制
剂"占 ’?@(f&7 株来源于蛋制品"占 8@?f&其他来
源为 ’& 株"占 +7@’f"其分布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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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株沙门菌分离株血清型分型结果
"ĤJN+)-N_ZP][N‘I0P_ÎVPIZL ZD?& 0P_HIL0I0ZJHPN‘ F/*?)"5**/

血清群 血清型 菌株数 菌株编号 菌株来源 占比>f
=群

.群

!’ 群

!+ 群

!7 群

9群

,’ 群

,8 群

F群

其他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 .W$-HJ$:+’.W$-HJ$:? 木聚糖酶’来源不明
维也纳沙门菌 ’ .W$-HJ$’ 鸡肉
彻斯特沙门菌 + .W$-HJ$8’.W$-HJ$&’ 鸡肉’肉
金斯敦沙门菌 + .W$-HJ$&’.W$-HJ$?( 鸡肉’植酸酶
圣保罗沙门菌 ’ .W$-HJ$6 鸡肉

斯坦利维尔沙门菌 ’ .W$-HJ$’7 冻猪舌
埃森沙门菌 ’ .W$-HJ$+& 牛舌
利密特沙门菌 ’ .W$-HJ$88 牛肉
鼠伤寒沙门菌 + .W$-HJ$8:’.W$-HJ$&7 牛肉饼’蛋黄

乙型副伤寒沙门菌 ’ .W$-HJ$?’ 鱼

阿贡纳沙门菌 :
.W$-HJ$??’.W$-HJ$?:’.W$-HJ$?6’.W$-HJ$:*’

.W$-HJ$:’’.W$-HJ$:7’.W$-HJ$6*
畜禽通用酶复合预混料’木聚糖酶’果胶
酶’淀粉酶’果胶酶’植物酶’冻鸭

罗米他沙门菌 ’ .W$-HJ$:6 鱼
巴雷利沙门菌 + .W$-HJ$:(’.W$-HJ$6+" 鱼’植物饮料
奥斯陆沙门菌 + .W$-HJ$+*’.W$-HJ$68 肉’苹果派
姆班达卡沙门菌 + .W$-HJ$’(’.W$-HJ$8* 肉’鱼
婴儿沙门菌 + .W$-HJ$+’’.W$-HJ$7+ 脊骨’肉

布隆方丹沙门菌# + .W$-HJ$7?’.W$-HJ$++ 甲鱼蛋’肉
猪霍乱沙门菌 ’ .W$-HJ$7’ 甲鱼蛋
维尔肖沙门菌 ’ .W$-HJ$&? 鱼
汤卜逊沙门菌 + .W$-HJ$&(’.W$-HJ$6(’ 鲶鱼’酵素
爱丁保沙门菌 ’ .W$-HJ$?* 鱼
里森沙门菌 ’ .W$-HJ$78 青蛙腿
蔓哈顿沙门菌 + .W$-HJ$:’.W$-HJ$’* 鸡肉’鸡翅
查理沙门菌 ’ .W$-HJ$’’ 鸡肉

利齐菲尔德沙门菌 + .W$-HJ$’&’.W$-HJ$6: 鸡肉’来源不明
茨昂威沙门菌 ’ .W$-HJ$:8 裹粉
巴尔多沙门菌 + .W$-HJ$7’.W$-HJ$+: 鸡肉’虾
肯塔基沙门菌 7 .W$-HJ$7*’.W$-HJ$6’’.W$-HJ$&+ 蟹’肉’宠物食品
依麦克沙门菌 ’ .W$-HJ$7& 蟹
肠炎沙门菌 + .W$-HJ$8?’.W$-HJ$6? 来源不明’鸡肉
鲍威尔沙门菌 ’ .W$-HJ$&: 鱼
伦敦沙门菌 ’ .W$-HJ$+7 肉

阿姆德尔尼斯沙门菌 ’ .W$-HJ$?+ 焦香麦芽
奥凯福科沙门菌 + .W$-HJ$(’’.W$-HJ$(+ 果胶酶’酶制剂
新罗歇尔沙门菌 ’ .W$-HJ$&6 鱼
斯特拉福德沙门菌 ’ .W$-HJ$+8 麻辣拌
山夫登堡沙门菌 ’ .W$-HJ$76 超市即食食品
阿柏丁沙门菌 ’ .W$-HJ$8’ 来源不明

无法根据现有条件判断 ’ .W$-HJ$67 巧克力
无法根据现有条件判断 ’ .W$-HJ$8+ 来源不明
无法根据现有条件判断 ’ .W$-HJ$&8 来源不明
无法根据现有条件判断 ’ .W$-HJ$:: 来源不明

7@’#+ >?&$

+(@+#’( >?&$

+?@+#’: >?&$

(@+#? >?&$

(@+#? >?&$

8@?#7 >?&$

:@:#& >?&$

7@’#+ >?&$

’@&#’ >?&$

?@+#8 >?&$

7)讨论
通过玻片凝集法进行沙门菌的血清分型"虽然

方法直观可靠"但是也存在缺点"主要是根据不同
抗原需制备不同的抗体 )&* ( 据统计"若要鉴定所有
已发现的沙门菌血清型"至少需要 7&* 种分型血
清 )’7* "而一般实验室多采用 7* 或 ?* 种的血清套
装"只能鉴定常见的 =jF群部分沙门菌"如黄裕
等 )’8*关于深圳市畜禽产品中沙门菌血清型的研究
中":* 株沙门菌分离株中有 ’? 株未定型&陈玉贞
等 )’&*对山东省食源性沙门菌血清分型的研究中"

’+? 株沙门菌有 ? 株未定型( 本研究中有 & 株沙门
菌参比菌株和 8 株分离株未能鉴定到血清群"也是
由上述原因所致(

本研究共分离沙门菌 ?& 株"除 8 株未鉴定到
血清群外"剩余 ?’ 株沙门菌分离株分属于 ( 个
血清群"76 个血清型"其中优势的血清群主要是
.群#+(@+f"’( >?& $和 !’ 群 # +?@+f"’: >?& $ "
其中 =jF群的菌株为 ?’ 株"占 (7@6f"因此 =
jF群是本实验室分离数量最多的沙门菌血清
群"这与其他报道 ) ’? *的沙门菌血清群分布状况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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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株沙门菌参比菌株血清型分型结果
"ĤJN7)-N_ZP][N‘I0P_ÎVPIZL ZD’7 _NDN_NLCN0P_HIL0

血清群 血清型
菌株
数

!%!!
菌种号

占比>f

=群

.群

!’ 群
!+ 群
9群

其他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 &***’

鼠伤寒沙门菌 ’ &*’’&

阿贡纳沙门菌 ’ &*7?*

阿雷查瓦莱塔沙门菌 ’ &*6+?

巴雷利沙门菌 ’ &*’+7

阿姆亥斯特沙门菌 ’ &*6+:

肠炎沙门菌 + &**8’’&*’**

亚利桑那沙门菌 ’ 8:**’

布拉瓦约沙门菌 ’ &*6?(

阿德莱德沙门菌 ’ &**?&

阿尔蒂斯沙门菌 ’ &*’?*

艾斯齐沙门菌 ’ &*’((

:@:#’ >’7$

+7@’#7 >’7$

:@:#’ >’7$
:@:#’ >’7$
’&@8#+ >’7$

76@&#& >’7$

图 ’)沙门菌在不同食品及饲料中的检出情况
FIMV_N’)9I0P_ÎVPIZL ZDF/*?)"5**/ IL ‘IDDN_NLP

DZZ‘0HL‘ DNN‘0

))沙门菌中对人类致病的为 =jF群的沙门菌"

不同血清型的致病性差异较大"本研究显示对人类
致病性较强的如鼠伤寒沙门菌’猪霍乱沙门菌及肠
炎沙门菌"多分布在鸡肉’鱼肉’禽蛋制品中"消费
者对这三类产品的烹调不当极有可能导致食物中
毒等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为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

应加强对以上三类产品的监管(
肉制品中沙门菌的检出率一直较高"+*’? 年

S;<3SX;%=等 )’:*对基加利的 8** 户居民进行问卷
调查"并将市场上的各类肉类样品分别采集并进行
沙门菌的检测" 结果显示 沙门菌污染 率 高 达
+’@8f( 由于环境中沙门菌的广泛存在"禽畜养殖
场周围环境如水源’土壤中的沙门菌可以通过食物
链传递"使得病弱的畜禽受到沙门菌的感染"这些
禽畜作为人类肉及肉制品的重要生产原料来源"又
将沙门菌传递给人类( 与此同时"肉及肉制品由于
其易腐败的特点"在加工’运输及储存过程中也容
易遭到沙门菌的污染( 本研究中 7?@(f#+8>?&$的
沙门菌来源于各种肉类"如鸡肉’猪肉’牛肉等"这
与孙吉昌等 )’6* +**(!+*’’ 年江西省食品中沙门菌

污染状况调查结果中"肉及肉制品沙门菌感染率为
7*f相一致(

水产品也属于容易被沙门菌污染的一类食品"
从原料的采集到加工’运输以及储存"每一步都可
能被沙门菌污染( 印度研究员 \U%=2等 )’(*研究
了水产品中沙门菌的生长规律"认为水产品导致人
类沙门菌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需要引起人们的警
惕&F=2;9U//=5等 )+**对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

库尔纳仓库和加工厂’巴格哈特和萨德基拉地区的
斑节对虾进行采样分析"结果显示"沙门菌阳性样
品的检出率分别为 87@:f’ ?+@&f’ +*f和 *f&
+*’& 年邵宏宏等 )+’*对舟山市水产品中的沙门菌污
染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沙门菌阳性率为
&@6(f&+*’& 年李迎月等 )++*对广州市市售水产品
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沙门菌阳
性率为 ’@*6f( 本研究中有 ’+ 株沙门菌分离株来
自于水产品"占菌株总数的 ’6@&f"这一数据高于
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有可能是因为样品的来源不
同"但是同样显示政府部门需加强水产品中沙门菌
的监管(

动物源性饲料在生产过程中"极易被微生物污
染"畜禽食用饲料后再通过食物链传染给人类( 本
研究显示"阿贡纳沙门菌易污染动物源性饲料"如
畜禽通用酶复合预混料以及各类酶制剂"这与国内
相关报道 )+7*一致"为保障人类健康"应加强对饲料
生产企业的监管(

本研究中有分离自蟹’宠物食品以及肉中的 7
株 !7 群肯塔基沙门菌"该沙门菌的变异株被誉为
/超级沙门菌0 )+8* "因其抗环丙沙星类药物而得名"
而环丙沙星类药物则是治疗沙门菌病的主要抗生
素 )+&* "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对该细菌进行严密
监控"以免其蔓延至其他国家或地区(

本研究中有 ’ 株 ,8 群的斯特拉福德沙门菌"
该沙门菌为本实验室首次检出的血清型&还检出 ’
株少见的 ,’ 群的新罗歇尔沙门菌"该沙门菌可能
导致败血症 )+?* (

本研究中分离菌株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天气
炎热的 8 j6 月"与食源性疾病暴发情况相吻合 )+:* "
这提示有关部门需根据不同季节"制定不同的食品
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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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LIN_N0" ’(** ) W*B "EN WZV_LHJZD5]MINLN" ’(78" 78

#7$ % 777B

) : *)张河战"辜清吾B沙门氏菌的分类’命名及中国沙门氏菌菌型

分布)W*B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 +**+" 7*#+$ %:8$:?B

) 6 *)杨怀珍"牟亚"罗薇B食源性沙门氏菌的研究进展)W*B黑龙江

畜牧兽医"+*’? #8$ % ?($:’":&B

) ( *)汪霖B浅析进口饲料中沙门氏菌的分离与鉴定)W*B科技与企

业"+*’? #:$ % +&’B

)’**)廖成水"程相朝"吴庭才"等B河南省鸡源沙门菌新近流行株

的分离鉴定及其耐药性分析)W*B中国家禽"+*’*" 7+ #’:$ %

7’$7&B

)’’*)佘容"刘耀敏"杜雪莉"等B饲料及其原料中沙门氏菌的分离

鉴定 和 耐 药 分 析 )W*B中 国 畜 牧 兽 医" +*’7" 8* # ’+ $ %

+*8$+*:B

)’+*)T2;%3S"1B =LPIMNLICDZ_GVJHNZDPEN F/*?)"5**/ 0N_ZbH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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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禁止使用农药高效氯氰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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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N_NYHM_I-=- 公司提交的评估申请书进行了审查$

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使用高效氯氰菊酯会给水生生物%蜜蜂和非目标节肢动物带来高风险!由于信息

不足无法确定土壤%水生生物和地下水的风险!且没有提供关于确认动物产品的残留定义所必需的牲畜代

谢信息!以及关于代谢物 1.=的毒性特征及其对消费者风险评估的相关性的信息!所以禁止使用高效氯氰

菊酯!本条例于欧盟公报发布后 +* 天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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