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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温州市平阳县食物来源和食源性疾病来源的副溶血性弧菌的血清群分布特点以及耐热直接溶
血素".4V#和 .4V相关溶血素".@V#检出情况$ 方法$以 #9 株副溶血性弧菌食品风险监测分离株和 %9 株副溶血

性弧菌食源性疾病监测分离株为研究对象!用标准血清进行血清学分群!应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F̂@#

法检测 ,5? 基因和 ,&? 基因$ 结果$食品风险监测分离株检出 9 个血清群!无优势菌群&食源性疾病监测分离株检出
6!%6% 和6)&以6% 和6) 为主!分别占 )+<*?"!9:%9#和 )’<"?"!+:%9#$ 食源性疾病监测分离株的毒力基因检测结

果为 %+ 株仅含有 ,5? 基因!! 株仅含有 ,&? 基因!而食品风险监测分离株仅检出 ! 株只含有 ,5? 基因的菌株$ 结论$

平阳县食品风险监测中分离的副溶血性弧菌菌株与分离自食源性疾病监测的副溶血性弧菌菌株的主要血清型%毒力

基因都存在差别$ 本研究为预防和快速检验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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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慧靖$女$副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为食品风险监测和

食源性疾病监测$/5>GHI’XDA’%++(’*+J!"’&BL>

$$副溶血性弧菌是夏秋季沿海地区食源性疾病
的主要病原菌) 我国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源性
疾病已超过沙门菌"成为首要的食源性致病菌 ’!( )
"(!’!"(!* 年温州市平阳县食源性疾病致病菌的
检验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比例也超过沙门菌"尤其是
# =!( 月) 副溶血性弧菌致病性源于侵袭性*溶血
素和脲酶) 溶血素是副溶血性弧菌的主要致病因

素"目前研究较多的有耐热直接溶血素 #.4V$和
.4V相关溶血素#.@V$"这两种溶血素分别由 ,5?
和 ,&? 基因编码"是副溶血性弧菌的主要毒力基
因 ’"( ) 为了解平阳县环境中和临床中副溶血性弧
菌的分子生物学特性及相关性"本研究对 "(!’!
"(!* 年平阳县食品风险监测和同期食源性疾病监
测中分离的副溶血性弧菌运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
酶链式反应# F̂@$法检验 ,5? 和 ,&? 基因"用诊断血
清进行 6血清分群"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便于
以后为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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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诊断和有效控制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菌株来源

"(!’!"(!* 年平阳县食品风险监测中分离的
#9 株副溶血性弧菌和同期食源性疾病监测中分离
自患者的 %9 株副溶血性弧菌)
!<!<"$主要仪器与试剂

*#(( @TGI.H>T F̂@8XO_T>#美国 2\-$) 副溶
血性弧菌分型免疫血清#6群别"日本生研$".4V
毒素基因测定试剂盒*.@V毒素基因测定试剂盒均
购自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所有试
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方法

副溶血性弧菌 6血清分群按照 S\)*+9<*!
"(!%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
血性弧菌检验2 ’%( "溶血素毒力基因检测方法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结果
"<!$副溶血性弧菌血清群分布

#9 株食品风险监测分离株经 !! 种副溶血性弧
菌 6血清分群"分为 6!*6"*6%*6)*6#*6’*6+*
6!( 和 6!! 共 9 个血清群"结果见表 !) %9 株食源
性疾病监测分离株血清分群为 6!*6% 和 6) 共 % 个
血清群"以 6%*6) 为主"结果见表 ")

表 !$副溶血性弧菌食品风险监测分离株 6血清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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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副溶血性弧菌食源性疾病监测分离株 6血清群分布

.GdIT"$8T]L_XbTOLC_DT=0)&0’:*&*?*-"’27,0+4.

HOLIG_Ta C]L>CLLadL]PTaHOTGOTO
血清群 菌株数 占比:?
6! " #<!
6% !9 )+<*
6) !+ )’<"

合计 %9 !((<(

"<"$副溶血性弧菌毒力基因 ,5? 和 ,&? 的检出情况
#9 株食品风险监测分离株中仅有 ! 株检出 ,5?

基因"未检出 ,&? 基因"其余菌株均未检出 ,5? 和 ,&?
基因) %9 株食源性疾病监测分离株中仅有 ! 株检
出 ,&? 基因"未检出 ,5? 基因"其他 %+ 株均只检出
,5? 基因"未检出 ,&? 基因)

%$讨论
此次 #9 株食品风险监测分离株的血清群呈多

样性分布"共有 9 个血清群"无优势血清群) 而同期
的 %9 株食源性疾病监测分离株血清群以 6%
#)+<*?$和 6) #)’<"?$血清群为主"与多地检测
结果一致 ’)5#( ) 这表明 6% 和 6) 群副溶血性弧菌的
致病性明显强于其他血清群)

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F̂@方法检测副溶
血性弧菌的 ,5? 和 ,&? 基因"食源性疾病监测分离株
全部检出溶血素"结果表明 .4V和 .@V与副溶血
性弧菌致病性有高度的关联性) 其中 ,5? 基因携带
率为 9*<)? # %+:%9 $" ,&? 基因携带率 为 "<’?
#!:%9$"与北京市腹泻患者中检出副溶血性弧菌的
溶血素携带率相近 ’’( ) 其中",5? 编码的 .4V是与
致病力最为密切的相关致病因子"它是一种具有溶
血活性*致死作用和细胞毒性等多种生物学活性的
蛋白质 ’*( "浙江省曾报道一起由 6#q0’血清型*,5?

基因阳性的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患者
死亡的事件 ’+( ) 在这次调查中大部分食源性疾病
监测分离株检出 ,5? 基因"也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
食品风险监测分离株中有 ! 株血清群为 6# 的菌株
检出 ,5? 基因"其余 #+ 株均未检出 ,5? 和 ,&? 基因)
,5? 基因阳性的副溶血性弧菌在海水产品中的检
出"提示此类菌株是平阳县食源性疾病发生的一个
潜在的致病菌) 本研究中大部分食品风险监测分
离株虽不携带 ,5? 和 ,&? 基因"但并不代表其无致病
性) 副溶血性弧菌的致病性是多种毒力因子共同
作用的结果"除溶血素外"还有脲酶*黏附因子*脂
多糖等"因此提示研究外环境中强致病性的副溶血
性菌还需要更为敏感的检测手段)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了解到从食品风险监测和
食源性疾病监测中检出副溶血性弧菌的溶血素结
果有明显的不同) 目前实时荧光定量 F̂@法可以
快速地从肛拭*食物*各种涂抹物中检测 ,5? 和 ,&?
基因) 基于以上两点"可以在食源性疾病发生时用
实时荧光 F̂@法对肛拭*食物*各种涂抹物等进行
,5? 和 ,&? 基因检验"如样品或标本中检出 ,5? 和#或
,&? 基因"那么可以认为食源性疾病是由副溶血性弧
菌引起的"加快了对食源性疾病原因的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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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阴性"仍不能放弃副溶血性弧菌传统培养方法
的检验"因为副溶血性弧菌即使没有 ,5? 和 ,&? 基
因"也会引起食源性疾病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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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果糖基转移酶#又名 !5果糖基转移酶$和
食品添加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等 *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公告

"(!+ 年第 " 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果糖基转移酶"又名 !5果糖基
转移酶#和食品添加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等 *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品种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 !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果糖基转移酶"又名 !5果糖基转移酶#

7]MB_LOXI_]GPOCT]GOT酶 来源 供体
果糖基转移酶"又名 !5果糖基转移酶#7]MB_LOXI_]GPOCT]GOT 米曲霉 B.:-&;0224.’&7$*- ,

注’果糖基转移酶"又名 !5果糖基转移酶#的质量规格要求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S\!++’<!*),"(!’#
的规定

$$附件 "
食品添加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等 *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品种

序号 名称 功能 食品分类号 食品名称 最大使用量:"W:gW# 备注

!

"
%
)

#

’

*

单!双甘油脂肪酸酯 被膜剂

525酒石酸 酸度调节剂
可溶性大豆多糖 增稠剂
亮蓝 着色剂

磷酸 酸度调节剂

柠檬黄 着色剂

乳酸链球菌素 防腐剂

()<(!<(!<(" 经表面处理的鲜水果
()<("<(!<(" 经表面处理的新鲜蔬菜

(#<(" 糖果
!#<(" 配制酒

()<(%<("<(% 腌渍的食用菌和藻类

!%<(!<(%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 腌渍的食用菌和藻类
()<("<("<(% 腌渍的蔬菜
()<(%<(" 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 面包
(*<(" 糕点

按生产需要
适量使用
!+<(
#<(
(<("#

!<(

(<!

(<#

(<%

,

以酒石酸计
,

以亮蓝计
即食状态!最大使用
量以磷酸根" 6̂)

%5#计

以柠檬黄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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