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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污染状况分析

杨舒然!裴晓燕!李莹!杨大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摘#要!目的#了解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污染状况% 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我国
%) 个地区的餐饮店"零售店和批发市场采集生食动物性水产品!共计 - .," 份!对样品进行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

菌检测% 结果#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为 %&/ah#&)a’- .,"$!污染水平i%"" IO7’C的样品比

例为 -/.h#,)’- .".$&创伤弧菌检出率为 )/!h#%"&’- .,"$% 采样于批发市场的样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污

染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菌检出率均高于餐饮店和零售店% 第三季度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污染

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菌检出率最高% 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包括原产地污染!储存不当及加工过

程交叉污染% 结论#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中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的污染!其健康风险应引起关注!本次污

染状况分析可为标准制修订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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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食动物性水产品是指以鲜,活,冷藏,冷冻的
鱼类,甲壳类,贝类,头足类等动物性水产品为原
料"经洁净加工而未经腌制或熟制的可直接食用的
水产品 * %+ ’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的
不断提高"食品种类不断丰富扩展"生食动物性水

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由于生食动物性
水产品未经加热,直接入口食用"其食品安全问题
一直受到各界高度关注’ 为全面掌握生食动物性
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的污染情况"针
对我国各沿海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市售生食动物性
水产品进行采样检测分析’

%#材料与方法
%/%#样品采集

综合我国地域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年选取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



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污染状况分析!!!杨舒然"等 !!a!## !

徽,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 %)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开展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污染状况调
查"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共采集流通环节和餐饮环节
样品共 - .," 份"并对样品进行副溶血性弧菌和创
伤弧菌检测’ 采集的样品包括两大类"即淡水产品
和海产品’ 其中淡水产品包括贝类,虾类,蟹类和
鱼类&海产品包括贝类,虾类,蟹类,鱼类和其他’
鱼类包括大西洋鲑等"贝类包括牡蛎等"虾类包括
对虾等"蟹类包括醉蟹等’ 采样点包括餐饮店,零
售店和批发市场’ 采样过程中严格遵循无菌操作
原则"在接近原有贮藏温度的条件下尽快运输至实
验室"需要冷藏,冷冻保存的样品"使用能达到规定
温度的保温箱进行运输"并于 - 4 内进行检验"全过
程注意避免交叉污染’
%/-#方法

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检验分别参考 8b
&a,./a!-"%)(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 -+和(国家食品污染物和有
害因素风险监测工作手册) * )+ ’
%/)#统计学分析

应用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进行卡方检验或
D:;4AJ精确检验"以 ’m"/"!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总体污染状况

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中重要食源性致病菌总体
污染率较高’ 在 - .," 份样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
出率为 %&/ah#&)a’- .,"$"污染水平i%"" IO7’C
的样品比例为 -/.h#,)’- .".$"i% """ IO7’C的
样品比例为 %/!h# &)’- .".$&创伤弧菌检出率为
)/!h#%"&’- .,"$’
-/-#不同种类样品的污染状况

不同种类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污染情况见表
%’ 由表可见"淡水产品和海产品副溶血性弧菌的总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m"/"!$’

淡水产品和海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菌检出率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k"/"$!"’i"/"!&%- k)/!-""’i
"/"!$’
-/)#不同采样地点的污染情况

不同采样地点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污染情况
见表 -’ 由表可见"不同采样地点"副溶血性弧菌检
出率,污染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
菌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k%""/&-""’m
"/"!&%- k-")/,!a"’m"/"!&%- k."/!&&"’m"/"!$’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在三个不同采样地点中"采样

于####表 %#不同种类生食动物性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和

创伤弧菌的污染情况
\>MSA%#K*4#*;?)#)/)2>;+$.*",->BE K*4#*;G,+0*@*",-2?BG>@(

:B>G:?B ;G>GN;?3E:33AJABGK:BE;?3J>V*\X>gN>G:2WJ?EN2G;

水产
品

样品
种类

副溶血性弧菌

检出率’h
i%"" IO7’C的
样品比例’h

创伤弧菌
检出率’h

淡水
产品

海产
品

合计

贝类 !/)#%’%.$ "/" #"’%.$ !/)#%’%.$

虾类 %&/)#%)’.%$ &/& #&’.%$ "/"#"’.%$

蟹类 -,/$#,’-,$ "/" #"’-,$ "/"#"’-,$

鱼类 $/!#%%’%$.$ -/& #&’%$a$ -/&#&’%$.$

小计 %"/a#))’)"a$ -/$ #,’)"!$ %/$#!’)"a$

贝类 )"/&#%,,’$%,$ $/, #&%’!..$ %"/!#$!’$%,$

虾类 -$/)#a,’-.a$ !/% #%!’-.-$ $/%#%,’-.a$

蟹类 "/"#"’)"$ "/" #"’-!$ "/"#"’)"$

鱼类 a/$#%"a’% &"$$ %/" #%&’% ),%$ "/.#%)’% &"$$

其他 ./$#)%’)--$ %/$ #!’)"a$ "/.#)’)--$

小计 %!/%#&"&’- $a)$ -/. #a!’- $"&$ )/a#..’- $a)$
%&/a#&)a’- .,"$ -/. #,)’- .".$ )/!#%"&’- .,"$

表 -#不同采样地点生食动物性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

和创伤弧菌的污染情况
\>MSA-#K*4#*;?)#)/)2>;+$.*",->BE K*4#*;G,+0*@*",-

2?BG>@:B>G:?B ;G>GN;?3J>V*\X>gN>G:2WJ?EN2G;

;>@WSAE 3J?@E:33AJABG;:GA;

采样地点
副溶血性弧菌

检出率’h
i%"" IO7’C的
样品比例’h

创伤弧菌
检出率’h

餐饮店 %"/& #%",’% "&)$ -/)#-&’% "-.$ -/!#-$’% "&)$

零售店 %!/!#-,$’% ,!"$ %/.#)!’% a.!$ )/-#!.’% ,!"$

批发市场 &./&#&)’,a$ -,/-#-&’,!$ -%/,#%.’,a$

批发市场的样品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污染水平i
%""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菌检出率最高"分
别为 &./&h # &)’,a $, -,/-h # -&’,! $ 和 -%/,h
#%.’,a$’
-/&#不同采样季度的污染情况

不同采样季度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污染情况
见表 )’ 不同季度之间"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污染
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菌检出率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k&!/a"""’m"/"!&%- k
&"/")."’m"/"!&%- k%,/,-."’m"/"!$’ 根据统计
分析结果"在四个季度中"第三季度副溶血性弧菌
检出率,污染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
弧菌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h#%.!’% "-.$,!/&h
#!&’% "")$和 &/.h#!"’% "-.$’

)#讨论
根据文献报道"副溶血性弧菌广泛存在于近海

岸海水,海底沉积和鱼贝类海洋生物中"是沿海地
区引起食物中毒的重要致病菌 * &+ ’ 与副溶血性弧
菌相同"创伤弧菌是一种嗜温,嗜盐,嗜碱型致病性
弧菌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生食动物性水产
品中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的污染"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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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采样季度生食动物性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

和创伤弧菌的污染情况
\>MSA)#K*4#*;?)#)/)2>;+$.*",->BE K*4#*;G,+0*@*",-

R?BG>@:B>G:?B ;G>GN;?3J>V*\X>gN>G:2WJ?EN2G;

;>@WSAE :B E:33AJABG;A>;?B;

采样季度
副溶血性弧菌

检出率’h
i%"" IO7’C的
样品比例’h

创伤弧菌
检出率’h

第一季度 !/"#-"’&"&$ "/"#"’).,$ "/!#-’&"&$

第二季度 %&/&#%)$’.&)$ -/-#-"’.-,$ )/.#)a’.&)$

第三季度 %./"#%.!’% "-.$ !/&#!&’% "")$ &/.#!"’% "-.$

第四季度 %&/-#,$’$"&$ %/$#.’!,"$ -/!#%!’$"&$

研究也有类似报道"-"%&!-"%! 年广州市生食动物
性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检出率均为
a/!$h"涉及食品品种主要为淡水草鱼鱼生和海水
鱼中的三文鱼刺身 * a+ &-"%"!-"%& 年烟台市生食动
物性水产品中副溶血弧菌检出率为 -"/!ah* ,+ ’ 副
溶血性弧菌食源性疾病通常是由食用未充分烹调,
生的或交叉污染的海产品引起 * .(%"+ "根据全国食源
性疾病暴发监测网数据显示"副溶血性弧菌位居微
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暴发的致病因子之首 * %%+ ’

另外"既往研究普遍认为副溶血性弧菌和创
伤弧菌在无盐环境下无法生长或生长受限’ 但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淡水产品和海产品副溶血性弧
菌污染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菌
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k"/"$!"’i"/"!&
%- k)/!-""’i"/"!$ ’ 该结论与裴晓燕等 * %-+对中
国内陆 $ 省#自治区$淡水鱼养殖,销售和餐饮环
节常见嗜盐性弧菌污染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嗜盐
性弧菌中的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已经在内陆
地区的淡水养殖,流通和餐饮各个环节中检出"分
析原因可能与零售,烹制环境淡水产品和海产品
的交叉污染,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的适应性
生长等有关’

采样于批发市场的样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出
率,污染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菌
检出率均高于餐饮店和零售店"分析原因可能为批
发市场销售的商品较多"淡水产品与海产品容易交
叉污染"而餐饮店和零售店的商品一般经过简单处
理’ 同时"餐饮店中创伤弧菌的检出率为 -/!h"由
于创伤弧菌感染可引起胃肠炎,脓毒症以及皮肤和
软组织感染"其中脓毒症发生率较高"且病死率高

于 !"h"因此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 %%(%)+ ’
采样于第三季度的样品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

污染水平i%"" IO7’C的样品比例和创伤弧菌检出
率均高于其他季度"分析原因可能与两种菌的生长
习性有关"副溶血性弧菌在夏季海水中的含量比冬
季要高 * &+ "温度升高有利于其生长"因此建议售卖
过程中在冷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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