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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温州市食品中沙门菌污染状况及特征分析

谢爱蓉%章乐怡%李毅%胡玉琴%吴跃进
!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温州$#’)"""#

摘$要!目的$了解温州市食品中沙门菌的污染状况%分析分离的沙门菌血清型分布!耐药性及脉冲场凝胶电泳
(_H]Y)分子分型特征" 方法$依据 ]P!%-(/!*’"&.#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进

行菌株分离鉴定及血清学分型%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药敏试验%_H]Y法进行分子分型" 结果$. 类食品 ’ "#(

份样品中%#% 份样品检出沙门菌%检出率为 &/-^%其中生禽肉和生畜肉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 ’"0’(")和
#/!^(&"0’(")" #% 株沙门菌分属 &. 种血清型%居前三位分别为鼠伤寒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和肠炎沙门菌"

-&/&^(#"0#%)的菌株对 &% 种抗生素产生不同程度的耐药%呈现 ’! 种耐药谱%多重耐药率为 )./-^( ’&0#%)"

_H]Y图谱分为 #& 种 _H]Y带型%呈多态性" 结论$沙门菌在温州市食品中存在一定的污染率%耐药情况形式严

峻%_H]Y图谱的聚集性与沙门菌的血清型有一定的联系%与耐药谱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明确"

关键词!沙门菌& 血清型& 耐药性& 分子分型& 食源性致病菌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01231452’"&(/")/"&’

5.31*C23*12.3*369%*+*91&+2,129,.44..68.+3&3+,4($%,,+ 23S&3=%.0
i[Y+<F9:;& a>+=]CAB<& C[8<& >78Rg<:& 678RA1<:

"6A:f59R ?A:GAF49FS<KADKA?9:GF9OD:I _FAUA:G<9:& a5A1<D:;6A:f59R #’)"""& ?5<:D#

78,1+*91$ "8D&912-&$ Q9<:UAKG<;DGA5+,6($%,,+ 39:GDM<:DG<9: <: 499I <: 6A:f59R& D:I G9D:DOBfAG5AKAF9GBTA

I<KGF<ERG<9:& IFR;FAK<KGD:3A& D:I TROKAI,4<AOI ;AOAOA3G9T5F9FAK<K"_H]Y# TDGGAF:K2E&1%.6,$+339FI<:;G9]P!%-(/!,

’"&.& G5A5+,6($%,,+ KGFD<:KVAFA<K9ODGAI& <IA:G<4<AI D:I KAF9GBTAI2Q5AEF9G5 M<3F9I<ORG<9: MAG59I VDKRKAI 49FIFR;

KA:K<G<U<GBGAKG2+OOKGFD<:KVAFAKREGBTAI EB_H]Y2F&,0/1,$J<X3DGA;9F<AK94’ "#( 499I KDMTOAKVAFA39OOA3GAI2#%

5+,6($%,,+ KGFD<:KVAFA<K9ODGAI V<G5 DT9K<G<UA<K9ODG<9: FDGA94&/-^2*DVT9ROGFBMADGD:I FDVO<UAKG93L MADG;9GG5A

5<;5AKGIAGA3G<9: FDGAKV<G5 ./(^ "’"0’("# D:I #/!^ "&"0’("#& FAKTA3G<UAOB2Q5A#% 5+,6($%,,+ <K9ODGAKEAO9:;AI G9&.

KAF9GBTAK& <:3ORI<:;5AQBT5<MRF<RM& 5ASAFEBD:I 5AY:GAF<G<I<KDKG5AI9M<:D:GKAF9GBTAK2-&/&^ " #"0#%# 94G5A

KGFD<:KK59VAI I<44AFA:GFAK<KGD:3AOAUAOKG9&% L<:IK94D:G<E<9G<3K& D:I I<KTODBAI ’! L<:IK94MROG<TOAIFR;FAK<KGD:G

KTA3GFRMK2Q5AMROG<TOAD:G<E<9G<3FAK<KGD:3AFDGAFAD35AI )./-^ " ’&0#%#2Q5A#% <K9ODGAKVAFAI<U<IAI <:G9#& _H]Y

TDGGAF:KV5<35 K59VAI T9OBM9FT5<KM25.39/0,2.3$H99I VDK39:GDM<:DGAI G9K9MAIA;FAAEB5+,6($%,,+ <: 6A:f59R& D:I

G5AD:G<E<9G<3FAK<KGD:3AVDKKAUAFA2Q5AD;;FA;DG<9: 94_H]YTDGGAF:KVDKFAODGAI G9G5AKAF9GBTA945+,6($%,,+& ERG5DI :9

9EU<9RKFAODG<9: G9G5AFAK<KGD:GKTA3GFRM2

:&) ;.+6,$ 5+,6($%,,+’ KAF9GBTA’ IFR;FAK<KGD:3A’ M9OA3RODFGBT<:;’ 499IE9F:ATDG59;A:<3ED3GAF<D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温州市医药卫生科学研究项目计划$’"&-P"%%

作者简介!谢爱蓉$女$副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为微生物检验

Y,MD<O’ K5DF9:XDFZDO<BR:239M

$$沙门菌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病致病菌&广泛
存在于环境中&亦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 沙
门菌污染食物所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已成为世界性
食品安全问题&美国每年大约有 &!" 万的肠道感染
由沙门菌引起 , &- &而在我国&沙门菌居于细菌性食
物中毒致病因子的首位 , ’,#- / 为了解温州市食品中
沙门菌污染水平&本研究对生畜肉.生禽肉.熟肉制

品.餐饮食品.水果.蛋及蛋制品进行监测&并对分
离出的沙门菌进行血清型.耐药性和脉冲场凝胶电
泳"_H]Y#分子分型研究&建立其相关资料的数据

库&为今后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由沙门菌引起的食源

性疾病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

’"&%!’"&- 年在温州市 && 个县市区所设监测

点内的各农贸市场.超市等场所&采集生畜肉.生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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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熟肉制品.餐饮食品.水果.蛋及蛋制品 . 类食
品&共计 ’ "#( 份样品&每份约 )"" ;/
&/&/’$主要仪器与试剂

d[QY@’ 全自动细菌生化鉴定系统 "法国
P<9NvF<ARX#& JA:K<G<GFA+[N 全自动菌液接种仪.
d<f<9: 微生物药敏分析仪均购自美国 Q5AFM9&?>YH
NDTTAF型脉冲场凝胶电泳仪.]AOi*型凝胶成像仪
均购自美国 P<9,*DI/

沙门菌显色培养基"法国 ?5F9MD;DF#&]=鉴定
卡"法国 P<9NvF<ARX#&沙门菌血清诱导琼脂.沙门菌
诊断血清均购自丹麦 JJ[&微量细菌定量"N[?#药敏
试剂"美国 Q5AFM9#&=;+ #核酸内切酶,宝生物工
程"大连#有限公司-&蛋白酶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方法
&/’/&$菌株的分离鉴定

所有样品参照 ]P!%-(/!!’"&.(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 !-进行
检验&分离菌株经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
鉴定/
&/’/’$血清学分型

参照沙门菌血清诊断操作步骤&根据 @DR44MD::,
65<GA抗原表"’""% 版#确定沙门菌的血清型/
&/’/#$药物敏感性试验

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药敏试验&包括 &" 类
’# 种抗生素$氨苄西林 "+N_#.氨苄西林0舒巴坦
"+NJ#.阿莫西林0克拉维酸 "+N?#.头孢唑林
"?Ha#.头孢吡肟"HY_#.头孢噻肟"?Qi#.头孢西
丁"?Hi#.头孢他啶"?+a#.氨曲南"+aN#.亚胺培
南"[N[#.美罗培南"NYN#.庆大霉素"]Y=#.阿米
卡星"+N[#.卡那霉素"@+=#.四环素"QYQ#.多西
环素"SWi#.米诺环素"N[=#.环丙沙星"?[_#.左
氧氟沙星 "CYd#.萘啶酸 "=+C#.复方新诺明
"JiQ#.磺胺异噁唑 " JRO#.氯霉素 "?>C#&结果判
断.质量控制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CJ[#标准 , )-进行/ 药敏试验质控菌株为大肠埃
希菌"+Q??’)(’’#&购自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
管理中心/
&/’/!$_H]Y分子分型

参考 _ROKA=AG中沙门菌 _H]Y标准操作方法 , .-

进行/ 将获得的电泳图像用 P<9=RMAF<3KU%/) 软件
进行分析&用非加权配对算术平均 "7_]N+#法进
行聚类&构建聚类树&选用 S<3A系数估算菌株彼此
之间相似性/
&/#$统计学分析

使用 YX3AO软件录入数据&J_JJ ’#/"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检验
统计量以 5 代表&3p"/")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分析
’/&$食品样品中沙门菌的污染情况

. 类食品 ’ "#( 份样品中共有 #% 份样品检出沙
门菌& 总检 出 率为 &/-^/ 生 禽肉 检出 率 最高
"./(^&’"0’("#&其次为生畜肉"#/!^&&"0’("#&不
同食品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5 b.&/(#%&3p
"/")#/ 生畜肉样品中沙门菌检出率高于熟肉制
品.餐饮食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5生畜肉j熟肉制品 b
’(/-.!&3p"/")’5生畜肉j餐饮食品b#&/%")&3p"/")#&生
禽肉中沙门菌检出率高于生畜肉.熟肉制品.餐饮
食品.蛋及蛋制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生畜肉j生禽肉 b
#)/&))&3p"/")’ 5生禽肉j熟肉制品 b.)/"&(&3p"/")’
5生禽肉j餐饮食品 b../-."& 3p"/")’ 5生禽肉j蛋及蛋制品 b
../’#’&3p"/")#&见表 &/

表 &$不同类别食品样品中沙门菌检出率
QDEOA&$SAGA3G<9: FDGA945+,6($%,,+ <K9ODGAI 4F9M

I<44AFA:G3DGA;9F<AK94499I KDMTOAK
食品类别 检测样品份数 阳性样品份数 检出率 0̂

生畜肉 ’(" &" #/!

生禽肉 ’(" ’" ./(

熟肉制品 )%- # "/)

餐饮食品 )(& ’ "/#

水果 !" & ’/)

蛋及蛋制品 ’)" & "/!

合计 ’ "#( #% &/-

’/’$沙门菌血清型分布
#% 株沙门菌&分为 &. 种血清型&血清型分布情

况见表 ’/ 其中鼠伤寒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检出
率居 前 两 位& 分 别 占 ’%/"^ " &"0#% #. &./’^
".0#%#&其次为肠炎沙门菌"&"/-^& !0#%#&其余各
型检出率均p&"/"^/

表 ’$沙门菌血清型分布"$b#%#

QDEOA’$JAF9GBTAI<KGF<ERG<9: 945+,6($%,,+

血清型
菌株
数

占比
0̂ 血清型

菌株
数

占比
0̂

鼠伤寒沙门菌 &" ’%/" 圣保罗沙门菌 & ’/%

德尔卑沙门菌 . &./’ 吉韦沙门菌 & ’/%

肠炎沙门菌 ! &"/- 阿贡纳沙门菌 & ’/%

达布沙门菌 # -/& 布伦登卢普沙门菌 & ’/%

伦敦沙门菌 ’ )/! 鲁齐齐沙门菌 & ’/%

肯塔基沙门菌 ’ )/! 科特布斯沙门菌 & ’/%

都柏林沙门菌 & ’/% 纽波特沙门菌 & ’/%

火鸡沙门菌 & ’/% 斯坦利沙门菌 & ’/%

’/#$沙门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所有菌株均对 HY_.?Qi.?+a.+aN.+N[.[N[.

NYN敏感&对 ?Hi敏感率达 -./)^" #’0#%#/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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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Q.SWi耐药率最高 " )(/)^& ’’0#% #&其次为
=+C.JRO.+N_.?>C&耐药率为 !"/)^‘!-/.^&见
表 #/ 仅# 株菌株"-/&^&#0#%#对所有抗生素敏感/
#" 株菌株对至少 & 种抗生素耐药&呈现 ’! 种耐药
谱&其中对 # 类及以上抗生素耐药的菌株有 ’& 株&
多重耐药率为 )./-^"’&0#%#/
’/!$分离菌株的 _H]Y分子分型结果

除 ’ 株沙门菌 S=+降解未获得图谱外&其他
#) 株菌株分子型别呈多态性&经聚类分析其相似
度为 #%/-^‘&""/"^&分为 #& 种 _H]Y指纹图
谱&见图 &/ &" 株鼠伤寒沙门菌经 =;+ #酶切后&
获得 % 种 _H]Y指纹图谱&相似度在 ."/%^‘
&""/"^’# 株达布沙门菌分为 ’ 种 _H]Y图谱&两
者相似度达 --/(^/ 其他血清型未见同种指纹图
谱/ 图 & 中可以看出&鼠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
菌.达布沙门菌.伦敦沙门菌都各自聚为一簇&而 .
株德尔卑沙门菌中亦有 ) 株聚集成一簇&说明
_H]Y图谱的聚集性与沙门菌的血清型有一定的
联系/ 将 _H]Y型别与耐药谱进行分析&发现
_H]Y型别一致的菌株&它们的耐药谱并不完全相
同&而耐药谱相同的菌株&_H]Y型别却不同&显示
它们之间无明显关联性/

表 #$沙门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b#%#

QDEOA#$+:DOBK<K94IFR;KA:K<G<U<GBGAKG945+,6($%,,+

抗生素种类
抗生素
名称

敏感菌
株数

中介菌
株数

耐药菌
株数

耐药
率 0̂

青霉素类

!,内酰胺0!,内酰胺抑
制剂复合物

头孢类

单环内酰胺类

碳青霉烯类

氨基糖苷类

四环素类

喹诺酮类

磺胺类

氯霉素类

+N_ ’" " &% !)/(
+NJ ’" . && ’(/%
+N? ’% ) ) &#/)
?Ha &" &! &# #)/&
HY_ #% " " "/"
?Qi #% " " "/"
?Hi #’ ) " "/"
?+a #% " " "/"
+aN #% " " "/"
[N[ #% " " "/"
NYN #% " " "/"
]Y= ## " ! &"/-
+N[ #% " " "/"
@+= ’( & % &-/(
QYQ &) " ’’ )(/)
SWi &) " ’’ )(/)
N[= &( ! &! #%/-
?[_ &) &" &’ #’/!
CYd &! &# &" ’%/"
=+C &( ! &- !-/.
JiQ ’- ! ( ’!/#
JRO &( ! &- !-/.
?>C &’ &" &) !"/)

注$!为无中介

图 &$沙门菌 _H]Y图谱的聚类分析结果
H<;RFA&$_H]YTDGGAF:K945+,6($%,,+ <K9ODGAK

#$讨论
鉴于沙门菌在食源性疾病中的重要地位&对其

开展监测与研究极为必要/ 本次调查显示&. 类食
品中沙门菌检出率为 &/-^&提示温州市食品存在

一定程度的沙门菌污染&尤其是生禽肉 " ./(^#及
生畜肉"#/!^#类食品&但相关食品检出率均低于
国内相关文献 , %,(-报道/ 这些差异可能与所处地域

不同.采样季节变化以及屠宰运输销售卫生条件等
因素有关/ 本次分离的 #% 株沙门菌广泛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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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血清型&其中鼠伤寒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肠
炎沙门菌居前三位/ 这与我国近年来其他地区食
品检出的优势菌株基本一致&也与国内引起食物中
毒沙门菌的血清型别基本一致 , &",&&- /

自 ’" 世纪 ." 年代初&首次报道发现耐 ?>C沙
门菌菌株以来&沙门菌耐药问题日益突出/ 本次研
究显示&-&/&^"#"0#%#的菌株对 &% 种抗生素产生
了不同程度的耐药&尤其对 QYQ.SWi.=+C. JRO.
+N_.?>C等传统抗生素耐药率较高&且多重耐药
率达 )./-^/ 与吕素玲等 , (-报道的广西食品中沙
门菌的药敏结果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
?[_.CYd中介率分别达 ’%/"^ " &"0#% #. #)/&^
"&#0#% #& 致使其敏 感率仅为 !"/)^ " &)0#% #.
#%/-^"&!0#%#&低于黄裕等 , &’- .周佳等 , &#- .吕素玲
等 , (-相关报道/ 氟喹诺酮类药物在国内畜牧业和
养殖业的广泛使用.滥用&导致细菌对该类药物的
耐药菌株不断增多&敏感率逐渐降低/

本研究 #) 株沙门菌分为 #& 种 _H]Y型别&显
示温州市食源性沙门菌基因型呈多态性/ 本次调
查中&相同的血清型沙门菌&其 _H]Y图谱基本聚在
一起&提示 _H]Y图谱的聚集性与沙门菌的血清型
有一定的关联性&张晓嫒等 , &!- .白莉等 , &)- .娄静
等 , &.-亦有相同报道/ _H]Y聚类对沙门菌血清学
分型具有较好的提示及验证作用&可以在血清学分
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差别&为食源性沙门菌
疾病暴发调查及监测提供数据支撑/ 但研究中显
示&_H]Y型别与耐药谱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明确/
通过对沙门菌的 _H]Y分型研究&完善了温州市沙
门菌的 _H]Y数据库&对今后可能引发的食源性疾
病流行病学调查和溯源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有关
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防止食品中沙门菌的污染&
并加强耐药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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