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货运部门未能严格执行货运规定和车辆洗刷规

定 ,做到食品专车专运以及货物承运前的包装检查

等有关 ;粮食部门在外运粮食时忽视了粮食承运规

定未能做到承运前的粮食检测 ,这些应引起有关部

门的重视。为减少污染 ,保证人民食用安全 ,建议 :

加强货运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食品运输安全常识

培训 ,货运人员应严格执行有关操作规程。

车辆部门应严格执行有关车辆洗刷制度 ,建立

洗刷台帐和洗刷验收制度 ,防止未洗刷车体投入运

营承装食品。

粮食部门应加强对外运粮食的监测工作 ,以防

止粮食水分含量过高以及长途运输而造成霉烂变

质。

卫生防疫部门应加强食品卫生法的宣传和食品

卫生知识宣传教育 ,加大对承运食品的车站监督监

测力度 ,以确保食品运输安全。

表 2 　运输食品的污染物及原因分类 %

污染原因
微生物 化工产品 农药 消杀灭药品 其它 合计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车辆混装 10 16. 1 6 9. 7 4 6. 5 3 4. 8 23 37. 1

霉烂变质 20 32. 2 20 32. 2

车辆未洗刷 8 12. 9 4 6. 5 3 4. 8 4 6. 5 19 30. 7

合　　计 20 32. 3 18 29. 0 10 16. 2 7 11. 3 7 11. 3 62 100. 0

表 3 　18 种污染食品的化工产品分类

有机物 金属 高分子化合物 非金属无机化合物

品名 起数 品名 起数 品名 起数 品名 起数

Ks2助染剂 1 氯化钡 2 二并甲苯氢酸酯 1 亚硝酸盐 1

甲苯 2 红丹粉 1 含氟塑料 2 硫酸 1

煤油 2 中铬黄 1

汽油 1

甲醇 1

甲醛 1

工业荼 1

合　计 9 4 3 2

表 4 　运输食品污染事故处理

处理结果 处理数量 t 起数 构成比 %

全部销毁 1150. 2 31 50. 0

正常食用 387. 1 22 35. 5

条件可食 160. 0 4 6. 5

部分销毁 3. 1 3 4. 8

改作它用 11. 0 2 3. 2

合　计 1711. 4 62 100. 0

表 5 　31 起销毁食品分类 %

微生物 非微生物 合计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粮　食 13 41. 9 3 917 16 5116

副食品 4 1219 4 1219 8 2518

其　它 3 917 4 1219 7 2216

合　计 20 6415 11 3515 31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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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7 类食品利斯特氏菌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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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调查我省利斯特氏菌对食品的污染状况 ,我

们调查了 7 类食品 315 份试样 ,采用 GB 4789130 —

94 检验方法 ,检出利斯特氏菌 9 株 ,检出率 219 % ,

其中生肉和蔬菜检出率最高 ,为 711 %和 612 %。检

出的 9 株菌经鉴定均为无害利斯特氏菌 ,虽未检出

单核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 ,但也说明了利斯特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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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食品的程度 ,为预防该菌引起的食物中毒提供

了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样 　生肉、熟肉制品、乳 (生奶和消毒奶) 、乳

制品 (酸奶和果奶) 、蔬菜、水产品、冷饮 (冰淇淋和含

乳冰糕) ,除生奶外均为市售试样。

112 　菌株　单核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 CMCC54004、

CMCC54007、溶血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 Staphylococcus

aureus) 、马红球菌 ( Rhodococcus equi)由卫生部食品卫

生监督检验所提供。

113 　动物 　16～18 g 昆明小鼠由中国医学科学院

动物中心提供。

114 　方法 　试样的分离及菌株鉴定按 GB 4789130

—94 单核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的检验方法进行 ,其

中三糖铁产酸不产气、SIM 半固体呈伞状、尿素酶、

硝酸盐还原阴性 ,触酶试验、MR2VP、七叶苷阳性判

定为利斯特氏菌。

2 　结果

211 　本次调查试样 7 大类共 315 份 ,共检出阳性菌

株 9 株 ,根据生化结果判定均为无害利斯特氏菌

( L . innocua) ,结果见表 1。

表 1 　9 株分离菌种生化结果

溶血
反应

硝酸盐
还原

尿素
酶

MRΠVP
甘露
醇

鼠李
糖

木糖 七叶苷 结果

- - - + Π+ - + Π- - + L . innocua

212 　7 类食品中利斯特氏菌污染调查结果见表 2 ,

总污染率为 219 % , 污染程度最严重是生肉 , 占

711 % ,其次是蔬菜 ,占 612 %。

表 2 　7 类食品中利斯特氏菌的污染状况 份

试样名称 数量 阳性数 污染率 %

生肉 42 3 711
熟肉制品 30 0 0. 0
乳 78 0 0. 0
乳制品 38 0 0. 0
冷饮 15 0 0. 0
水产品 47 2 413
蔬菜 65 4 612
总计 315 9 219

213 　7 类食品共包括 21 个品种 ,利斯特氏菌的污染

状况见表 3 , 其中阳性率最高的是生猪肉 , 占

1617 % ,蔬菜中以黄瓜为最高 ,占 10 %。

214 　本次调查采用 GB 4789130 —94 中的一次增菌

法 ( EB)和二次增菌法 (LB) 2 种方法 ,LB 增菌法的检

表 3 　21 种食品试样中利

斯特氏菌阳性的食品分布 　份

试样名称 数量 阳性数 污染率 %

生猪肉 18 3 1617

黄瓜 20 2 10. 0

香菜 (去根) 12 1 813

菜花 21 1 418

鱼 22 2 911

出率高于 EB 增菌

法 ,其检测效果见

表 4。

215 　本次调查共分

离出 9 株利斯特氏

菌 ,其协同溶血试验

均阴性 ,小鼠毒力试

验亦为阴性。

表 4 　EB 与 LB 增菌法检测利斯特氏菌的结果比较

试样

种类

EB 法 LB 法

阳性数Π试样数 阳性率 % 阳性数Π试样数 阳性率 %

生肉 1Π42 214 3Π42 711
熟肉制品 0Π30 0. 0 0Π30 0. 0
乳 0Π78 0. 0 0Π78 0. 0
乳制品 0Π38 0. 0 0Π38 0. 0
蔬菜 3Π65 4. 6 4Π65 6. 2
水产品 2Π47 4. 3 2Π47 4. 3
冷饮 0Π15 0. 0 0Π15 0. 0
合计 6Π315 1. 9 9Π315 2. 9

3 　讨论

本次调查从我省 7 类食品 315 份试样中 ,分离

到 9 株无害利斯特氏菌 (见表 1) ,虽然未分离到单

核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 ,但也说明食源性利斯特氏

菌感染存在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由于正常存在于动

物性食品中的微生物群众多 ,利斯特氏菌数量相对

较少 ,受到其它菌的抑制 ,竞争能力差 ,给该菌的检

验带来困难。本次调查采用 GB 4789130 —94 单核

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检验方法 ,用 EB、LB 两种增菌

法对照 ,结果表明LB 二次增菌检出率要高于 EB 增

菌的检出率 ,说明选择增菌的方法非常重要 ,也说明

国标方法具有良好的科学性 ,适合基层实验室应用 ,

能满足食品卫生监督检验的需要 ,也为今后国家标

准方法的进一步修订了提供依据。

本次调查的 315 份试样检出 9 株无害利斯特氏

菌 ,虽未检出单核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 ,但并不能说

明其它食品中没有存在。目前对单核细胞增生利斯

特氏菌的致病性已有明确的报道 ,但无害利斯特氏

菌的致病性没有充分的肯定。在本次试验中 ,9 株

菌种的协同溶血试验 (cAMP) 与小鼠毒力试验结果

均阴性 ,是否具有致病性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本

次调查使我们初步了解了利斯特氏菌污染食品的分

布状况 ,也使我们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处理有了针

对性 ,通过调查掌握了该菌污染食品的流行病学资

料 ,为预防、诊断利斯特氏菌食物中毒提供了参考 ,

也为食品卫生监督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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