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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年上海市市售肉制品中沙门菌耐药谱与分型研究

刘玥!顾其芳!刘诚!朱颖莹!刘弘!陈敏!许学斌!张红芝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

摘$要!目的$研究上海市市售肉制品中沙门菌血清型%耐药谱和分子分型特征$ 方法$"(!’ 年 ! =+ 月在上海

市所辖 !’ 个行政区!随机选择 ! 个密集型社区!抽取 ! 家超市或市场作为哨点!定期采集畜%禽类肉制品!按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F782#食源性疾病监测方案进行沙门菌分离%血清分型%抗生素定量检测与剂量评估%优势

菌的分子分型$ 结果$’(’ 份样品包括猪%鸡%鸭%牛%羊%鹅肉制品!共分离沙门菌 !#+ 株!总阳性率为 "’<!?!畜肉

和禽肉来源分别占 #"<#?"+%:!#+#和 )*<#?"*#:!#+#$ 前 # 位沙门菌血清型依次为肠炎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

德尔卑沙门菌%罗森沙门菌和印第安纳沙门菌!畜肉和禽肉来源优势菌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菌株对

磺胺异噁唑耐药率最高 "*9<*?!!"’:!#+#!对链霉素%萘啶酸%氨苄西林%四环素和氯霉素耐药率在 %+<(? =

**<+?!多重耐药"14@#菌株"#% 类#占 **<+?"!"%:!#+#!猪肉来源沙门菌对庆大霉素%链霉素%磺胺异噁唑%复

方新诺明%氯霉素%四环素耐药率均高于鸡肉来源沙门菌!鸡肉来源沙门菌对头孢噻呋%头孢曲松%萘啶酸耐药率均

高于猪肉来源沙门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k(<(##!%"<9?"#":!#+#的菌株对至少 ’ 种抗生素超检测限值&肠

炎沙门菌有!# 个分型!以 ! 型和 % 型为优势型&鼠伤寒沙门菌有 "% 个分型!具有遗传多样性特征$ 结论$上海市

市售肉制品沙门菌暴露以猪肉和鸡肉来源为主!肉制品中多重耐药沙门菌污染严重$ 猪肉来源的罗森沙门菌和鸡

肉来源的吉韦沙门菌是新输入性的血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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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病的病原菌之一"
可致易感人群出现食源性腹泻"无论是隐匿的分
散暴发或典型的点源暴发"都严重威胁着人类健
康)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F4F$主动监测数
据 ’!(显示"每年约有 !#( 万例沙门菌食物中毒病
例"疾病负担约 "’ 亿美元) 近年"沙门菌也逐渐
成为我国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领域最常见的食源
性致病菌"占年度报告病例数的 *(? =+(? ’"( )
"(!’ 年"本研究在上海市开展针对超市和农贸市
场流通生鲜肉制品的全覆盖和连续性监测"旨在
了解沙门菌在高危食品中的污染分布*血清型*耐
药谱和分子分型特征"准确掌握上海市生鲜肉制
品中沙门菌优势型的抗生素耐药与分子流行病学
特征"为后续有效针对肉类食品安全的政策干预
与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试验菌株

大肠埃希菌#2.FF"#9""$和布伦登卢普沙门
菌 #V9+!" $ 作为药敏试验和脉冲场凝胶电泳
# 7̂S/$标准分子量的质控菌株"均购自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
!<!<"$主要仪器与试剂

抗生素自动分液和读数系统均购自美国赛默
飞" 7̂S/电泳仪#FV/7>GbbT]$和成像系统#S/3
4LB"((($均购自美国伯乐"菌液比浊仪 #法国生物
梅里埃$)

缓冲蛋白胨水# \̂ Q$和木糖赖氨酸脱氧胆酸
盐#[34$琼脂平板均购自上海华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沙门菌显色#F28$琼脂平板和亚硒酸盐煌绿
增菌液# 8\S$均购自广州迪景微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化鉴定板 2̂ -"(/#法国生物梅里埃$"!)( 种
沙门菌分型诊断血清#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 种
抗生素定量检测板#F1,%2SR7"美国赛默飞$"限
制性内切酶 A)*!#日本 .202@2$"低熔点琼脂糖)
以上试剂和血清等均避光置 !( i以下保存"有效期
内使用)

!<"$方法
!<"<!$采样及监测

设置覆盖上海市 !’ 个行政区的监测点"在各区
人群密集居住区域附近挑选 ! 家农贸市场或 ! 家超
市&在 "(!’ 年 ! =+ 月间定期定点"随机采集生鲜肉
制品共 ’(’ 份"包括猪肉 "#) 份*鸡肉 "%# 份*鸭肉
*( 份*牛肉 )" 份*羊肉 ) 份*鹅肉 ! 份"所有样品均
独立包装低温送至实验室待检) 检测流程遵照
"(!’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工作手册 ’%( "称取
样品 "# W均质后置 ""# >I\̂Q 中"于 %’ i培养
!+ D"吸取增菌液 ! >I接种 8\S培养基后置 %’ i
培养 !+ D"将选择性增菌液分别接种[34和F28 琼
脂平板"置 %’ i培养 ") D"挑取 % =# 个典型菌落进
行革兰染色*镜检"选择革兰阴性细菌重新进行纯
化"纯化培养物做生化和血清学鉴定"若生化结果
和血清型符合沙门菌特征则报告)
!<"<"$抗生素定量检测和量程评估

参考美国国家肠道病原菌耐药监 测系统
#R2@18$"(!) 年更新的 9 类 !) 种抗生素定量检测
板和操作流程#86̂ $及最低抑菌浓度#1-F$判读标
准 ’)( "!) 种抗生素包括氨基糖苷类%庆大霉素
#S/R$*链霉素#8.@$"!5内酰胺酶类%阿莫西林5克
拉维酸#2YS"$"头孢类%头孢西丁 #76[$*头孢曲
松#2[6$*头孢噻呋#[R3$"大环内酯类%阿奇霉素
#2U-$"青霉素类%氨苄西林#21̂ $"喹诺酮类%环丙
沙星#F-̂$*萘啶酸#R23$"叶酸途径阻断类%磺胺
异噁唑#7-8$*复方新诺明#8[.$"氯霉素类%氯霉素
#FV3$" 四 环 素 类% 四 环 素 #./.$) 多 重 耐 药
#14@$菌株为同时耐 % 类及以上抗生素的菌株"
2F.:8 为耐 21̂ 5FV358[.的菌株"2F88M.为耐
21̂ 5FV358.@58[.5./.的菌株"2F88M.2MFN为耐
21̂ 5FV358.@58[.5./.52YS"52[6的菌株)
!<"<%$ 7̂S/

挑选优势菌型进行 7̂S/5A)* -酶切"遵照 "(!’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工作手册 ’%(中非伤寒
沙门菌分子分型"分别进行菌落纯化*制胶*酶切*
电泳和图谱成像等"使用 \HLRM>T]HBO#,T]OHLP ’<($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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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使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源菌株间的耐药差异"

以 !k(<(#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根据受试菌株对
每种抗生素浓度梯度的剂量5反应值"评估上海市食
源性沙门菌对 !) 种抗生素量程的耐药基线)

"$结果
"<!$监测结果

采集 ’ 类生鲜肉制品共 ’(’ 份"从 !#+ 份样品
中分离沙门菌 !#+ 株"总检出率为 "’<!?"不同种
类样品的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猪肉 # %"<%?"
+":"#)$*鸡肉 # "#<#?"’(:"%# $ 和鸭肉 # "!<)?"
!#:*($"见表 !) 检出率最低和最高值分别是 % 月
#!(<"?"!(:9+$和 ’ 月#%9<#?"%(:*’$"# =+ 月的
检出率高于 ! =) 月"提示有典型的峰值升高现象"
见图 !)

表 !$监测样品数和沙门菌阳性样品数
.GdIT!$RM>dT]LCOG>bITO>LPH_L]Ta GPa _DTbLOH_H‘T

PM>dT]LC>*2"’(-22*
样品种类 监测样品份数 阳性样品份数 阳性率:?

猪肉 "#) +" %"<%

鸡肉 "%# ’( "#<#

鸭肉 *( !# "!<)

牛肉 )" ! "<)

羊肉 ) ( (<(

鹅肉 ! ( (<(

合计 ’(’ !#+ "’<!

图 !$阳性样品时间分布和检出率
7HWM]T!$8G>bITaHO_]HdM_HLP >LP_DIXGPa bLOH_H‘T

"<"$沙门菌血清型分布特征
!#+ 株沙门菌涵盖 "( 种血清型"前 # 位血清型

依次为肠炎沙门菌#)" 株$*鼠伤寒沙门菌#%! 株$*
德尔卑沙门菌#"# 株$*伦敦沙门菌#9 株$*印第安
纳沙门菌 #’ 株$) 来源于畜类肉制品 #猪肉和牛
肉$的 +% 株沙门菌的优势血清型分别为鼠伤寒沙
门菌#"# 株$*德尔卑沙门菌#"# 株$*罗森沙门菌#9
株$"见图 "2&来源于禽类肉制品#鸡肉和鸭肉$的
*# 株沙门菌的优势血清型分别为肠炎沙门菌 #%’
株$*鼠伤寒沙门菌#’ 株$*印第安纳沙门菌#’ 株$"
见图 "\)
"<%$沙门菌耐药表型特征

!#+ 株肉制品沙门菌"耐药率超过 #(?的抗生
素依次是 7-8 # *9<*?" !"’:!#+ $* 8.@# **<+?"
!"%:!#+$*R23# ’(<!?" 9#:!#+ $*21̂ # #+<"?"
9":!#+$*./.###<!?"+*:!#+ $"对 F-̂ 的耐药率
$$

注%2为畜类肉制品中沙门菌优势血清型&\为禽类肉制品中沙门菌优势血清型

图 "$沙门菌优势血清型分布
7HWM]T"$ ]̂TbLPaT]GP_>*2"’(-22* OT]L‘G]O

#%(<)?")+:!#+$也明显高于头孢类抗生素#)<)?
=!"<(?$&猪肉来源沙门菌对 S/R*8.@*7-8*8[.*
FV3*./.耐药率均明显高于鸡肉来源沙门菌"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k(<(#$&鸡肉来源沙门菌对 [R3*
2[6*R23的耐药率均明显高于猪肉来源沙门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14@菌株 #2F.:8
和 2F88M.$统计发现"猪肉来源沙门菌耐药菌株数
明显高于鸡肉来源沙门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见表 ")
"<)$抗生素稀释度与 1-F值的剂量5反应关系

统计 !#+ 株肉制品沙门菌经商业化抗生素定量
检测板的 1-F值"结果发现"!) 种抗生素均有不同
程度超过其稀释度量程上限值的情况"接近或超过
#(?的有 8.@*21̂ *R23*7-8"8[.和 FV3超限率
达 "9<*?"提示国内肉制品中沙门菌对此类抗生素
耐药基线值较 R2@18 高#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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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肉制品沙门菌对 !) 种抗生素耐药的差异化耐药分布
.GdIT"$4HCCT]TP_HGIa]MW]TOHO_GPBTaHO_]HdM_HLP LC>*2"’(-22* HP >TG_b]LaMB_O_L!) GP_HdHL_HBO

抗生素分类 耐药表型
耐药菌株数#?$

合计# ( n!#+$ 猪肉# ( n+"$ 鸡肉# ( n’($
"" !值

氨基糖苷类

!5内酰胺酶类

头孢类

大环内酯类
青霉素类

喹诺酮类

叶酸途径阻断类

氯霉素类
四环素类

!

S/R %%#"(<9$ ""#"’<+$ *#!!<*$ )<9( k(<(#
8.@ !"%#**<+$ *%#+9<($ %+#’%<%$ !%<)( k(<((!
2YS" "*#!*<!$ !##!+<%$ !"#"(<($ (<(* (<*9+
[R3 !9#!"<($ ##’<!$ !"#"(<($ ’<%# k(<(#
2[6 !+#!!<)$ ##’<!$ !!#!+<%$ #<!9 k(<(#
76[ *#)<)$ %#%<*$ )#’<*$ (<’* (<)!%
2U- !!#*<($ )#)<9$ ##+<%$ (<*( (<)()
21̂ 9"##+<"$ )+##+<#$ %###+<%$ (<(( (<9+!
F-̂ )+#%(<)$ "+#%)<!$ !##"#<($ !<%* (<")!
R23 9##’(<!$ %"#%9<($ #(#+%<%$ "*<++ k(<((!
7-8 !"’#*9<*$ *"#+*<+$ )%#*!<*$ #<+’ k(<(#
8[. )*#"9<*$ %##)"<*$ !!#!+<%$ 9<%+ k(<(#
FV3 ’(#%+<($ #(#’!<($ *#!!<*$ %#<(’ k(<((!
./. +*###<!$ ’##*9<%$ !’#"’<*$ %9<!" k(<((!

14@##% 种$ !"%#**<+$ %%#)(<"$ "*#)#<($ (<%" (<#*!
14@##’ 种$ #"#%"<9$ %"#%9<($ !"#"(<($ ’<#’ k(<(#
14@##!! 种$ %#!<9$ )#)<9$ %##<($ (<(( (<9*)

2F.:8 %)#"!<#$ "##%(<#$ ##+<%$ !(<"! k(<(#
2F88M. %!#!9<’$ "%#"+<($ ##+<%$ +<#! k(<(#

2F88M.2MFN !#(<’$ (#(<($ !#!<*$ !<%* (<")!

注%!表示无分类

表 %$!#+ 株肉制品沙门菌对 !) 种抗生素 1-F值的占比情况
.GdIT%$ ]̂LbL]_HLP LC!#+ HOLIG_Ta >*2"’(-22* C]L>>TG__L!) GP_HdHL_HBO- 1-F

抗生素
不同抗生素稀释度的 1-F值占比:?

(<(!# (<(% (<(’ (<!" (<"# (<# ! " ) + !’ %" ’) !"+ "#’ #!"
S/R ! ! ! ! (<(#($ !!<)#!+$ ))<%#*($ ""<+#%’$ (<’#!$ (<(#($ !<9#%$ !9<(#%($$ ! ! ! !
8.@ ! ! ! ! ! ! ! (<(#($ !<%#"$ *<’#!"$ !%<%#"!$ "!<##%)$ !"<*#"($ )%<*#’9$$ ! !
2YS" ! ! ! ! ! ! (<’#!$ %#<)##’$ )<)#*$ %<+#’$ %+<’#’!$ !*<!#"*$ ! ! ! !
[R3 ! ! ! (<(#($ (<(#($ !<%#"$ *<(#!!$ ’9<’#!!($ !(<!#!’$ !<%#"$ !(<+#!*$$ ! ! ! ! !
2[6 ! ! ! ! *9<*#!"’$ +<"#!%$ (<(#($ (<’#!$ (<(#($ (<’#!$ (<(#($ (<(#($ (<(#($ !(<+#!*$$ ! !
2U- ! ! ! (<(#($ (<(#($ (<(#($ (<(#($ (<(#($ (<’#!$ ’*<!#!(’$ "#<%#)($ *<(#!!$$ ! ! ! !
21̂ ! ! ! ! ! ! (<(#($ "*<+#))$ !!<)#!+$ !<%#"$ (<’#!$ (<(#($ #+<"#9"$$ ! ! !
F-̂ (<(#($ 9<##!#$ ""<"#%#$ "<##)$ *<(#!!$ "+<##)#$ !’<##"’$ %<+#’$ %<"##$ *<(#!!$$ ! ! ! ! ! !
R23 ! ! ! ! ! (<’#!$ (<(#($ (<’#!$ (<’#!$ "+<##)#$ 9<##!#$ *<’#!"$ #%<+#+#$$ ! ! !
76[ ! ! ! ! ! (<(#($ (<(#($ (<’#!$ !9<’#%!$ #)<)#+’$ "(<9#%%$ %<+#’$ (<’#!$$ ! ! !
7-8 ! ! ! ! ! ! ! ! ! ! (<’#!$ (<’#!$ !"<(#!9$ %<+#’$ %<"##$ *9<*#!"’$$

8[. ! ! ! "(<%#%"$ !%<%#"!$ !’<##"’$ !+<)#"9$ !<9#%$ (<(#($ "9<*#)*$$ ! ! ! ! ! !
FV3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9#*!$ (<’#!$ !<%#"$ #%<+#+#$ ! ! ! !

注%!表示无此抗生素检测浓度&$表示超出此抗生素最高检测浓度的菌株数&括号中数字为对应菌株数&抗生素稀释度单位为 "W:>I

"<#$分子分型
肉制品的 )" 株肠炎沙门菌和 %! 株鼠伤寒沙门

菌经A)* -酶切"显示 )" 株肠炎沙门菌分为 !# 个带
型"! 型#9 株$和 % 型#9 株$均为优势带型"其次为
9" 型 # # 株 $* !( 型 # ) 株 $* " 型 # % 株 $* #( 型
#" 株$"其他带型均仅有 ! 株"肠炎沙门菌的聚类图
提示菌株间有 9(?的遗传同源性#图 %$&%! 株鼠伤
寒沙门菌分为 "% 个带型"** 型#’ 株$为优势带型"
其次为 !"( 型#" 株$*!!" 型#" 株$*!!* 型#" 株$"
其余带型均仅有 ! 株"而 !"( 型*!!" 型和 !!* 型均
属于同一采样点*同一时间而不同品牌肉制品样品
中的 % 个带型"提示采样前在零售场所存在食品材

料之间的交叉污染#图 )$) 以菌株来源和 14@特
征比较肠炎沙门菌和鼠伤寒沙门菌的分子分型差
异"发现鼠伤寒沙门菌作为上海市畜类肉制品 #主
要是猪肉 $的优势血清型"其分子遗传多样性和
14@耐药菌指标均高于鸡肉的肠炎沙门菌"而肠炎
沙门菌的 " 个优势带型#! 型和 % 型$之间具有明显
不同的耐药性特征#图 %$)

%$讨论
美国农业部 "(!# 年确认沙门菌位列 !# 种食源

性病原菌疾病负担首位) 沙门菌在工业化国家的
流行特征和发展中国家不同"上海市作为我国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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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肠炎沙门菌 7̂S/聚类分析图谱
7HWM]T%$ 7̂S/BIMO_T]GPGIXOHOG_IGOLC>*2"’(-22* -(,-&0,050.

图 )$鼠伤寒沙门菌 7̂S/聚类分析图谱
7HWM]T)$ 7̂S/BIMO_T]GPGIXOHOG_IGOLC>*2"’(-22* ,7:?0"4&04"

型城市的代表"开展食物链相关的沙门菌血清型和
耐药为主的监测"可以为全球食品原料溯源*预警
和风险控制提供重要的基因组遗传关系树 ’#( ) 本
次研究表明"沙门菌在上海市市售畜肉 # "*<*?"
+%:%(($和禽肉 #")<#?"*#:%(’$分离率高于 "(!(

年的报道 #生猪肉 !!<’?"禽肉 *<#?$ ’’( "提示食

品安全机构应关注持续升高的肉制品污染现象"保
障食品供应链安全)

沙门菌血清型和食品种类存在关联性 ’*( ) 本
次监测发现 "( 种血清型"较 !( 年前更具多样性)

初步确认上海市猪肉来源和鸡肉来源的优势菌型
存在差异"间接提示养殖动物可能存在种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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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关联感染性腹泻菌型和溯源污染源提供依
据) 另比较发现"罗森沙门菌#猪肉来源$和吉韦沙
门菌#鸡肉来源$属上海市食品新输入的血清型 ’+( )

沙门菌在各地食品和人源腹泻的优势暴露不同"欧
盟鸡肉中沙门菌主要血清型是婴儿沙门菌和肠炎
沙门菌 ’9( &我国北方鸡肉中高耐药的沙门菌血清型
是印第安纳沙门菌 ’!(5!%( ) 汤卜逊沙门菌是我国主
要的食物中毒血清型 ’!)5!*( ) 罗森沙门菌是亚洲猪
肉中最常见血清型"近 "( 年持续成为泰国食源性优
势血清型 ’!+5"(( ) 在我国南方地区"罗森沙门菌也逐
渐成为人源沙门菌的优势血清型 ’"!5""( )

养殖业者过度使用兽用抗生素致沙门菌产生
高耐药现象已成为全球关注问题) 美国 R2@18 持
续 "( 年监测食源性致病菌耐药基线的变迁 ’"%( ) 本
次菌株耐药特征发现"猪肉来源沙门菌对 S/R*
8.@*7-8*8.[*FV3*./.及 ! 类整合子相关 14@
菌株#2F.:8 和 2F88M.$耐药性明显高于鸡肉来源
沙门菌"鸡肉来源沙门菌对 [R3*2[6和 R23的耐
药性明显高于猪肉来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k
(<(#$) 间接反映在不同物种养殖过程中可能存在
抗生素的使用差异"而1-F值和抗生素剂量5反应关
系证实 8.@*21̂ *R23*7-8*8[.和 FV3等超过检
测上限值 %(? =#(?"我国肉制品来源沙门菌耐药
基线高于美国 ’)( "本研究为完善设计适宜抗生素工
作稀释度提供科学证据)

"(!) 年 R2@18’)( 报告的 [R3#"<)?$*2[6
#"<)?$和 76[#"<(?$的耐药率明显低于本研究
结果#!"<(?*!!<)?和 )<)?$"且前 " 种抗生素已
超过 !(?的耐药预警线) 此外还发现 # 株 2F88M.
菌株同时对 % 种头孢类抗生素耐药"且均对 F-̂敏
感性降低"其中 ! 株鸡肉来源鼠伤寒沙门菌对 2U-

耐药"其耐药谱与超级耐药鼠伤寒沙门菌 4.!() 的
耐药谱类似 ’")5"#( ) 有学者 ’"’5"*(认为"人源沙门菌对
头孢类和 F-̂耐药归因临床经验用药等诊疗行为)
本次肉制品来源沙门菌对 F-̂# %(<)?$ 和 76[
#)<)?$的高耐药率再次证实人和动物源菌株间存
在耐药的势能压力"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需警惕和防
控来自动物源耐药株的扩散传播至人群"导致耐药
疾病负担的增加"建议国家加强对人和动物使用抗
生素的管控)

分子分型为研究沙门菌克隆传播提供遗传证
据 ’""""( ) 本研究中沙门菌优势血清型肠炎沙门菌的
优势分子型为 ! 型#14@克隆$和 % 型#非 14@克
隆$"两者的遗传特征高度同源"% 型亦是上海市人
感染肠炎沙门菌的流行分子型 ’"#( "提示上海市肠炎
沙门菌暴露因素多和鸡肉有关&鼠伤寒沙门菌分子

分型显示广泛的生物多样性特征"不同于上海市人
源感染鼠伤寒沙门菌病例流行克隆 ’"+( "除 ** 型相
对优势外"菌株间遗传差异较大"分型结果提示采
样前或在超市零售环节已经发生交叉污染的可
能性)

本次监测的对象主要针对肉制品的零售环节"
在揭示污染证据链上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能排
除养殖和加工过程中污染沙门菌的可能) 基于食
物链的主动监测需要多个部门的合作与设计"精准
追溯到养殖*屠宰*运输和销售等食物链全产业供
应环节"建立健全国家食品安全主动监测和预警管
理的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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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扩大氟啶蜱脲#7IMGeM]LP$使用范围
$$欧盟扩大氟啶蜱脲"7IMGeM]LP#在除牛羊外所有反刍动物和鱼类中的使用范围!具体限量值如下"含牛
羊组织#’
动物物种 最大残留限量:""W:gW# 动物组织

所有反刍动物"牛羊除外#

牛

鱼类

"(( 肌肉
* ((( 脂肪
#(( 肝
#(( 肾
"(( 肌肉

* ((( 脂肪
#(( 肝
#(( 肾
"(( 乳
"(( 肉和皮"自然比例#

$$"来源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D__b’::fff&CLLa>G_T&PT_:IGf:TM]LbG:!9%)#’&D_>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