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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我国 ’&%7 年食源性沙门菌的耐药状况及 +)9!% 基因在硫酸粘菌素"/:0;.?4.0!ag#耐药菌株中

的分布情况% 方法$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 % &F& 株食源性沙门菌对 %& 类 %" 种抗生素的药物敏感性!采用荧

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caI#方法检测 %D" 株 ag耐药菌株中是否存在 +)9:% 基因% 结果$F%@DE"F"D<% &F&#的

沙门菌对受试的 %" 种抗生素呈现不同程度的耐药性!其中萘啶酸"53=#$四环素"g2g#$氨苄西林"3‘c#$氨苄西

林<舒巴坦"_3‘#>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较高!均在 >&E以上!未见碳青霉烯类耐药菌株!>F@7E"7&6<% &F&#的沙门

菌同时耐受 # 类或 # 类以上抗生素!表现为多重耐药!同时耐受抗生素种类最高为 D 类% 共存在 %>% 种耐药谱!优

势耐药谱型为 53=$3‘c!_3‘!53=!ag和 g2g% %D" 株 ag耐药沙门菌检出 % 株携带 +)9!% 基因且超广谱 !!内酰胺

酶"2_1=?#阳性的菌株!该菌株为伦敦血清型!是所有测试菌株中唯一 % 株九重耐药株% 部分省份沙门菌耐药率较

高% 生禽肉和生畜肉来源沙门菌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6&@"E"#>D<>###和 F#@7E"’6#<#67#% 结论$我国 ’&%7 年

食源性沙门菌整体耐药水平较高!且多重耐药情况严重!生禽畜肉是耐药沙门菌的主要来源!我国食源性沙门菌中

存在携带 +)9!% 基因的严重耐药菌株!应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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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是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可引起胃肠炎等
疾病"动物源性食品尤其是生禽畜类制品是导致人类
感染沙门菌的主要食品之一(%) * 在动物养殖过程中
广泛使用抗生素易导致或加剧沙门菌的耐药化趋势"
养殖’屠宰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不同环节中存在
的沙门菌交叉污染及其在食物链中的传播为耐药菌
株传递耐药性提供了重要渠道"同时也对公共卫生构
成了潜在威胁"因此对我国食源性沙门菌进行耐药性
监测十分必要* 我国监测数据(’)表明"耐受 # 类及
# 类以上抗生素的多重耐药 #9+;4.!̂-+B-)?.?4*0/)"
‘hI$沙门菌株比例从 ’& 世纪 D& 年代的 #&E增至
本世纪初的 F&E"美国国家抗生素耐药性监测系统
#53I‘_$的监测数据(#)也表明"沙门菌对三代头孢
类抗生素耐药性从 ’&&’ 年的 %&E上升至 ’&%% 年的
##@7E"对氨苄青霉素耐药性从 %"@FE上升到
>&@7E* 细菌耐药性上升趋势给临床治疗和抗生素
研发带来了巨大压力"针对世界范围内的.后抗生素
时代/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VSX$已于 ’&%7 年启
动全球抗生素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

+)9!% 基因是国际上首次在动物源性大肠埃希
菌中发现的质粒介导粘菌素耐药基因"可介导肠杆
菌科细菌对粘菌素类药物产生耐药"并可通过可接
合性质粒在不同菌种间传播"介导低水平的粘菌素
耐药 (7) * 相对于以往染色体突变介导粘菌素耐药
和不能水平转移的特性 (") "此耐药机制的存在加速
了该类药物临床耐药性的产生和传递*

本研究针对 ’&%7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
风险监测网中的沙门菌分离株进行抗生素药物敏
感性测定"并对硫酸粘菌素 #ag$耐药菌株进行
+)9!% 基因检测"分析我国 ’&%7 年食源性沙门菌的
耐药性特征"为控制和减少食源性沙门菌耐药性传
播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菌株来源

本研究所用 % &F& 株沙门菌分离自 ’&%7 年国
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监测网采集的食品样
品"样品种类为生畜肉’生禽肉’蛋制品’动物性海
产品’淡水动物产品及其他 #蛋糕’面包’沙拉’水

果’蔬菜’调味品及米面制品等$* 全部菌株来自全
国 ’#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所有菌株均已生化鉴
定复核确认为沙门菌属* 药敏质控标准菌株为本
实验室保存的大肠埃希菌#3gaa’7D’’$*
%@%@’$主要仪器与试剂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caI$仪#美国 1.:!
I*̂$"h)0?.aS2]c;+?比浊仪’k.4)C’ a:9b*/4生化
鉴定仪均购自法国 1.:9)-.)+P"=+9.0)P’&& 液相悬
浮芯片系统#美国 =+9.0)P$"生物安全柜"恒温培养
箱"台式离心机*

脑心浸液琼脂 #1S3"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脑心浸液肉汤 #1S\$’‘S肉汤均购自英国
XTX\h"caI‘*?4)-‘.P’%&& (b h53=*̂^)-均购自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沙门菌 __3血清分
型试剂盒#美国 =+9.0)P$* 抗生素药敏板均购自上
海复 星佰珞 生物 技术 有 限公 司" 包括 萘 啶 酸
#53=$’环丙沙星#a\c$’氨苄西林#3‘c$’氨苄西
林<舒巴坦# _3‘$’四环素 #g2g$’氯霉素 #aS=$’
氟苯尼考 #NNa$’复方新诺明 # _Tg$’头孢噻肟
#agT$’头孢他啶#a3W$’头孢吡肟#N2c$’头孢噻
吩#]N$’庆大霉素#Y25$’亚胺培南#\c‘$’美罗培
南#‘2‘$’ag* 用于 +)9!% 基因实时定量荧光 caI
检测用引物及探针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李娟研究员提供*
%@’$方法
%@’@%$微量肉汤稀释法抗生素敏感性测试

使用一次性无菌接种环"将复核鉴定后入库保
存的菌株"从 >&E1S\!甘油冻存管中取出一环划线
接种于 1S3平板 #F m过夜培养复苏"挑取单颗菌
落再次划线转接 1S3平板 #F m过夜培养纯化* 挑
取新鲜菌落至 # 9;生理盐水"用经过校准的比浊仪
调整菌液浊度至 &@7 麦氏单位浊度"取上述菌悬液
"& !;至含有 %’ 9;改良稀释肉汤的无菌加样槽中"
充分混匀后按照 %&& !;<孔加至药敏板中"置于恒温
恒湿培养箱内 #F m孵育 %6 A’> M 后"肉眼观察读
取每种抗生素的最低抑菌浓度 #9.0.9*;.0M.(.4:-Z
/:0/)04-*4.:0"‘\a$"以大肠埃希菌#3gaa’7D’’$菌
株为质控菌株"依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a;.0./*;*0^ =*(:-*4:-Z_4*0^*-̂?\0?4.4+4)" a=_\$
’&%" 年抗生素敏感性测试操作标准(F)质控范围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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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板上抗生素质量"结合肠杆菌科耐药判定标准对
药敏结果进行判断* NNa质控范围和耐药判定标准
参照 a=_\动物源性细菌药敏操作标准(6) "ag耐药判
定标准参照欧洲抗菌药物敏感试验委员会#2Ua3_g$

推荐的临界值#‘\aG’ !B<9;为耐药$(D) *
%@’@’$ag耐药菌株 +)9!% 基因检测

选取 ag耐药菌株"水煮法提取细菌基因组
h53"实时定量荧光 caI检测 +)9!% 基因"扩增方法
和条件参照文献 (%&)* 阳性对照样品为本实验室
保存的 ’&%>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监测
网的沙门菌分离株"经全基因组测序确认含有 +)9!%
基因*
%@’@#$超广谱 !!内酰胺酶#2_1=?$检测和血清学
鉴定

针对+)9!% 阳性菌株"使用3_g!Y5%> 药敏卡在
k.4)C’ a:9b*/4平台检测 2_1=?"并核对其他包含抗
生素的药敏结果* 通过基于 =+9.0)P’&& 平台的液
相悬浮芯片系统"使用沙门菌血清分型试剂盒检测
沙门菌血清抗原信息"并按照 Y1>F6D@>!’&%&,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
验- (%%)中规定的沙门菌血清学鉴定程序进行 X抗
原和 S抗原的复核"对照国际通用沙门菌抗原决定
式表解#V]=‘表$ (%’) "判断菌株血清型别*

’$结果
’@%$沙门菌分离株对 %" 种抗生素的耐药结果

% &F& 株沙门菌中有 F"D 株#F%@DE$为耐药菌
株"对受试的 %" 种抗生素呈现不同程度的耐药"其
中对 53=’g2g’3‘c’ _3‘ 的耐药率较高"均在
>&E以上" 分 别为 7’@"E # 7"#<% &F& $’ >>@"E
# >FF<% &F& $’ >%@’E # >>%<% &F& $ 和 >&@FE
#>#"<% &F&$"其次为 aS=’ _Tg’NNa’ag’a\c和
Y25"耐药率在 %%@6E A’7@’E之间"> 种头孢类抗
生素的耐药率均在 %&E以下* a\c’aS=’]N和 NNa

的中介率超过 6E"分别为 #D@FE # >’7<% &F& $’
%#@&E # %#D<% &F& $’ D@#E # %&&<% &F& $ 和 6@"E
#D’<% &F&$* ’ 种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c‘和 ‘2‘
均未检测到耐药菌株* 耐药结果见表 %*
’@’$耐药谱分布情况

多重耐药菌株共有 7&6 株"占所有耐药菌株的
""@%E#7&6<F"D$* 耐受 % 类抗生素即单重耐药的
菌株数量最多#%7@&E"%"&<% &F&$"其次为同时耐
受 > 类抗生素的菌株#%#@"E"%>7<% &F&$* F"D 株
耐药沙门菌共有 %>% 种耐药谱"单重耐药沙门菌中
优势耐药谱为 53=#6D 株$"多重耐药沙门菌中优势
耐药谱为 3‘c!_3‘!53=!ag# F> 株 $* 检出 % 株

$$$$表 %$% &F& 株沙门菌对 %" 种抗生素敏感性测试结果

g*(;)%$304.9./-:(.*;?+?/)b4.(.;.4Z4)?4.0B-)?+;4?L:-

% &F& 1%A+@(’AA% ?4-*.0?*B*.0?4%" *04.9./-:(.*;?

抗生素类别
抗生素
名称

耐药菌
株数#E$

中介菌
株数#E$

敏感菌
株数#E$

喹诺酮类

青霉素类

内酰胺<内酰胺酶
抑制剂类

四环素类

苯丙醇类

磺胺类

头孢类

氨基糖苷类

碳青霉烯类

多粘菌素类

53= 7"##7’@"$ &#&@&$ 7&F#>F@>$
a\c %F##%"@’$ >’7##D@F$ >F’#>>@%$
3‘c >>%#>%@’$ %#&@%$ "’6#76@F$

_3‘ >#"#>&@F$ ##&@#$ "#%#7D@&$

g2g >FF#>>@"$ 7#&@7$ 766#77@&$
aS= ’F&#’7@’$ %#D#%#@&$ ""%#"%@6$
NNa ’#6#’’@’$ D’#6@"$ F>&#"D@’$
_Tg ’"F#’7@&$ &#&@&$ 6&##F7@&$
agT 67#F@D$ >#&@>$ D6%#D%@F$
a3W >’##@D$ ’>#’@’$ % &&>#D#@6$
N2c "’#7@6$ ’#&@’$ % &&"#D>@&$
]N %&’#D@7$ %&&#D@#$ 6"6#6%@%$
Y25 %’"#%%@6$ %#&@%$ D>##66@%$
\c‘ &#&@&$ &#&@&$ % &F&#%&&@&$
‘2‘ &#&@&$ ’#&@’$ % &"6#DD@6$
ag %D"#%6@#$ &#&@&$ 6F>#6%@F$

九重耐药沙门菌"该菌株分离自生猪肉样品"可同
时耐受除碳青霉烯类以外的 D 类抗生素"经鉴定该
菌株 为 伦 敦 血 清 型 沙 门 菌 # 1%A+@(’AA% ’(/’9-)%
?+(?bK’(/’9-)% ?)-K=:0^:0$"血清式为 #"%&8%",8%"
"* 对该菌株进行 k.4)C’ 药敏卡补充检测"结果提
示该菌呈 2_1=?阳性"且对单环 !!内酰胺类抗生素
氨曲南显示耐药* 受试的沙门菌耐受抗生素种类
和主要耐药谱情况分别见表 ’ 和 #*

表 ’$沙门菌耐受抗生素种类及所占比例#( n% &F&$

g*(;)’$h.LL)-)04/*4)B:-.)?:L*04.9./-:(.*;-)?.?4*0/)

4M*41%A+@(’AA% .?:;*4)?̂ )9:0?4-*4)̂
耐药种类 菌株数 占比<E
& #&% ’6@%
% %"& %7@&
’ %&% D@>
# D6 D@’
> %>7 %#@"
7 6% F@"
" F’ "@F
F F7 F@&
6 #" #@>
D % &@%
%& & &@&

注%耐药种类#& A%&$表示沙门菌分离株同时耐受所测试 %& 类抗生
素中的种类数

’@#$+)9!% 基因检测结果
荧光定量 caI检测结果表明"%D" 株 ag耐药

沙门菌分离株中"只有 % 株检出携带 +)9!% 基因"且
该菌株同时为耐药检测中检出的唯一一株九重耐
药株* 荧光定量 caI检测结果见图 %*
’@>$不同地区和食品来源沙门菌分离株耐药结果

’#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沙门菌分离株中"



!"7&$$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aS\52_2[XUI53=XNNXXhSOY\252 ’&%F 年第 ’D 卷第 " 期

$$$ 表 #$沙门菌主要耐药谱分布情况
g*(;)#$h:9.0*04*04.9./-:(.*;-)?.?4*0/)?b)/4-+9?:L1%A+@(’AA% .?:;*4)?

同时耐药种类 耐药谱 菌株数

%

’

#

>

7

"

F

6

53= 6D
g2g 7>
53=!ag >6
53=!g2g %F
_Tg!g2g %&
3‘c!_3‘!g2g #7
53=!aS=!g2g!NNa %F
3‘c!_3‘!53= %"
3‘c!_3‘!53=!ag F>
3‘c!_3‘!_Tg!g2g ’%
3‘c!_3‘!53=!g2g %>
3‘c!_3‘!53=!ag!g2g ’&
3‘c!_3‘!_Tg!aS=!g2g!NNa %#
3‘c!_3‘!_Tg!53=!aS=!g2g!NNa %7
3‘c!_3‘!_Tg!53=!aS=!g2g!NNa!a\c %’
3‘c!_3‘!_Tg!53=!ag!g2g %&
Y25!3‘c!_3‘!_Tg!53=!aS=!g2g!NNa!a\c #F
Y25!3‘c!_3‘!N2c!_Tg!53=!aS=!g2g!agT!NNa!]N!a\c %F
Y25!3‘c!_3‘!N2c!_Tg!53=!aS=!g2g!agT!NNa!a3W!]N!a\c %#

注%表中只列出菌株数为 %& 株及以上的菌株耐药谱"剩余 %’’ 种耐药谱#含 ’#F 株$未列出

图 %$荧光定量 caI法检测 ag耐药沙门菌

分离株 +)9!% 基因分布
N.B+-)%$h.?4-.(+4.:0 :L+)9!% B)0).0 /:;.?4.0

-)?.?4*041%A+@(’AA% .?:;*4)?(Z-)*;!4.9)L;+:-)?/)04

R+*04.4*4.,)caI^)4)/4.:0

共有 %D 个地区的菌株耐药率高于 7&E"其中甘肃
省’河南省’北京市和黑龙江省 > 个地区的耐药率
均超过 6&E* 6 个地区 的多重 耐药 率不低于
7&E"其中甘肃省多重耐药率超过 F&E* 甘肃省
和河南省的七重及以上耐药比例超过 ’7E* 详见
表 >*

从食品样品来源的类别看"生禽肉和生畜肉中
检出的沙门菌菌株数占所有测试菌株的 F"@>E
#6%6<% &F&$"生禽肉中沙门菌分离株的耐药率最高
#6&@"E"#>D<>##$"其次为生畜肉’蛋与蛋制品’动
物性海产品和动物性淡水产品中的沙门菌分离株"
耐药率分别为 F#@7E#’6#<#67$’"6@&E ##><7&$’
76@%E#’7<>#$和 >"@FE#>D<%&7$&糕点及米面制
品’沙拉’蔬果’凉拌菜’调味品等其他食品的耐药
率为 7#@FE#’D<7>$* 详见表 7*

表 >$不同地区来源沙门菌分离株耐药状况
g*(;)>$304.9./-:(.*;-)?.?4*0/):L1%A+@(’AA%
.?:;*4)?-)/:,)-)̂ L-:9^.LL)-)04b-:,.0/)?

采样地点 菌株数
耐药菌
株数#E$

多重耐药
菌株数#E$

七重及以上
菌株数#E$

甘肃省 #7 #’#D%@>$ ’"#F>@#$ D#’7@F$

河南省 "# 7##6>@%$ >##"6@#$ %"#’7@>$

北京市 >> #F#6>@%$ ’’#7&@&$ >#D@%$

黑龙江省 6> F&#6#@#$ #F#>>@&$ "#F@%$

上海市 ’F ’%#FF@6$ %>#7%@D$ ’#F@>$

江西省 7D >7#F"@#$ #%#7’@7$ 6#%#@"$

浙江省 7# #6#F%@F$ ’&##F@F$ >#F@7$

广东省 66 "##F%@"$ ####F@7$ 7#7@F$

内蒙古自治区 >6 #>#F&@6$ ’7#7’@%$ "#%’@7$

山东省 "& >’#F&@&$ ’D#>6@#$ %&#%"@F$

福建省 ’& %>#F&@&$ "##&@&$ %#7@&$

湖南省 D6 "6#"D@>$ >&#>&@6$ %&#%&@’$

江苏省 7’ #"#"D@’$ ’"#7&@&$ F#%#@7$

陕西省 >’ ’6#""@F$ %D#>7@’$ ##F@%$

云南省 "% >&#"7@"$ #&#>D@’$ ’##@#$

山西省 ’# %7#"7@’$ %’#7’@’$ ’#6@F$

湖北省 "% #"#7D@&$ ’"#>’@"$ 6#%#@%$

河北省 D> 77#76@7$ >&#>’@"$ "#"@>$

辽宁省 #% %F#7>@6$ %>#>7@’$ &#&@&$

其他 ’F $! $! $!

合计 % &F& F"D#F%@D$ 7&6#>F@7$ %%’#%&@7$

注%!表示无此数据"因部分地区分离菌株数目少于 ’& 株"不参与耐
药率评价"结果统计在.其他/中"耐药’多重耐药和七重及以上耐药
的菌株数分别为 ’7’%7 和 #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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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分离沙门菌在不同食品样品中对所测试

%& 类抗生素耐药分布

g*(;)7$304.9./-:(.*;-)?.?4*0/)^.?4-.(+4.:0 *B*.0?44)0

/*4)B:-.)?:L*04.(.:4./?L:-1%A+@(’AA% .?:;*4)?-)/:,)-)̂

L-:9^.LL)-)04C.0^ :LL::̂ ?*9b;)

耐受抗生
素种类

蛋与蛋
制品

动物性
淡水
产品

动物
性海
产品

肉及肉
制品
#生畜
肉$

肉及肉
制品
#生禽
肉$

其他 合计

敏感 %" 7" %6 %&’ 6> ’7 #&%
I% 6 %# % "# "6 F %"&
I’ D 6 # ’7 7> ’ %&%
I# # 7 ’ 7F ’" 7 D6
I> D 6 F #" FF 6 %>7
I7 ’ 7 ’ ’F >> % 6%
I" ’ > ’ ’F #" % F’
IF % 7 F #D %6 7 F7
I6 & % % 6 ’" & #"
ID & & & % & & %
I%& & & & & & & &

合计 7& %&7 ># #67 >## 7> % &F&

注%I% AI%& 为菌株耐受抗生素的种类数&其他样品种类包括糕点
及米面制品’沙拉’蔬果’酱卤’凉拌菜’调味品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7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

因素风险监测网中分离的食源性沙门菌"对 53=’
g2g’3‘c’_3‘这 > 种抗生素的耐受性较高"耐药
率为 >&@FE A7’@"E"提示这几种抗生素可能在养
殖环节长期’大量使用* 头孢类抗生素的耐药水平
较低"但 ]N和 a3W这 ’ 种抗生素出现一定程度的
中介菌株"需加强注意并继续保持监测* 所有测试
菌株中未发现对 \c‘和 ‘2‘耐药菌株"提示碳青
霉烯类抗生素仍可作为临床治疗沙门菌感染的终
极药物* 国际上作为兽用抗生素的 ag和 NNa"本
研究中也呈现出一定的耐药水平"耐药率分别为
%6@#E#%D"<% &F&$和 ’’@’E#’#6<% &F&$"后者还
存在 6@"E#D’<% &F&$的中介菌株* 受试菌株中存
在可同时耐受 D 类抗生素的沙门菌"表现出严重耐
药性* 同时从所有菌株来看"耐药谱种类达 %>% 种"
呈现较高的多态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 ’&%7 年
食源性沙门菌分离株的耐药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地
域性差异"部分省份分离株的耐药率’多重耐药率
相对于其他省份均处于较高水平"耐药程度较为严
重* 食品样品来源的差别也影响沙门菌分离株的
耐药性"生禽肉和生畜肉样品中沙门菌分离株的耐
药性较高"且生畜肉样品中分离株到 % 株九重耐药
株"相关地区和食品种类的抗生素耐药监管需要加
强力度*

氟喹诺酮类和头孢类抗生素是目前临床治疗
沙门菌病的一线药物"在我国使用最早和最为广泛

的是喹诺酮类抗生素53="相较美国 %DD7 年批准该
药用于畜牧业"我国早在 ’& 世纪 6& 年代就批准其
作为兽药广泛应用于畜牧养殖业 (’) "从本研究中食
源性沙门菌分离株对 53=的耐药率也提示了抗菌
药物的选择压力是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的主要
原因*

本研究中 a\c的中介率##D@FE$较高"一方面
由于本研究的判定标准是依照 ’&%" 年版 a=_\进行
折点判断"相较于 ’&%% 年及以前版本 a=_\中所有
沙门菌属针对 a\c的耐药’中介及敏感判断折点
# 耐 药% ! > !B<9;& 中 介% ’ !B<9;& 敏 感%

"% !B<9;$"’&%’ 年版 (%#)a=_\中增加了 a\c对伤
寒沙门菌及肠道外沙门菌的判断折点标准 #耐药%
! % !B<9;& 中 介% &@%’ A &@7 !B<9;& 敏 感%

"&@&" !B<9;$"而从 ’&%# 年版 a=_\起"a\c对所
有沙门菌属所使用的折点判定标准均调整为 ’&%’
年版伤寒沙门菌及肠道外沙门菌的折点标准"即相
较以前不仅大幅降低了折点临界值"同时扩大了中
介折点的判定范围"这也是本研究中 a\c中介率较
高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 ’&%# 年以前沙门菌
对 a\c的耐药水平在国际范围内呈持续上升趋势"

因此针对 a\c或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监测需要持
续进行且在相关耐药机理和传播机制方面需要进
行深入研究*

最新研究 (%>)表明 +)9!% 基因已通过 \0/;’’\0/P>

和 \0/S;’ 等流行性质粒以及可移动元件"在全球
#7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动物和环境源多种肠杆
菌中广泛传播* 国外已在禽畜源的沙门菌分离株
中检测到该基因 (%7!%") * 本研究中发现的 % 株生畜
肉样品来源的 2_1=?阳性伦敦血清型沙门菌"是
%D" 株对 ag耐药沙门菌中唯一携带 +)9!% 基因的
菌株* 值得注意的是"据报道 (%F!%6)该血清型沙门菌
可引起食物中毒"表明携带 +)9!% 基因的沙门菌可
通过食物链感染人体* 虽然从本研究结果看"该菌
株可被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抑制"但鉴于 +)9!% 基因
可通过质粒’可移动元件等在肠杆菌科中不同细
菌’不同来源菌株中传递和转移"导致耐药基因扩
散"对肠道其他菌群间耐药传递的潜在风险不可忽
视"同时增加了临床上使用多粘菌素类药物治疗肠
杆菌科所引起病症的失效风险"因此畜牧生产及加
工过程中抗生素尤其是多粘菌素的使用监管亟待
加强*

通过对我国 ’&%7 年食源性沙门菌分离株进行
耐药性分析"表明我国 ’&%7 年食源性沙门菌的整体
耐药水平较高"且存在携带 +)9!% 基因的耐药菌株"
有必要对食源性沙门菌开展持续监测"针对重要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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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机制’传播机制开展深入研究"以阐明和评估可
能的传播方式和疾病风险"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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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马酸化的 ’""!二甲基苯酚均聚物等 %’ 种
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公告

’&%F 年第 D 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富马酸化的 ’!"!二甲基苯酚均聚物等 %’ 种食品相关产
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富马酸化的 ’!"!二甲基苯酚均聚物等 %’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Kb^L

国家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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