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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 !455(!45! 年广东省市售牡蛎中诺如病毒的污染状况!为采取有效措施减轻牡蛎中诺如病

毒污染程度提供建议!达到预防和控制食用牡蛎引起诺如病毒胃肠炎疾病的目的% 方法#!455 年 6 月(!45! 年
54 月!在广东省部分沿海城市进行市售牡蛎的采样检测!对其诺如病毒污染状况进行连续两年监测!采用荧光 -A@

?$-检测诺如病毒阳性标本基因分型!并对不同城市"季节及场所牡蛎中诺如病毒的污染情况及基因分型情况进

行比较% 结果#牡蛎中诺如病毒总检出率为 589"g #85h!F7$&四个季节牡蛎中诺如病毒检出率依次为 898g"

579Fg"5>9!g和 6:9Fg&从基因分型分析! 3#型病毒株检出率为 894g!3&型病毒株检出率为 :9!g! 3#和
3&型病毒株同时检出率为 89Fg% 结论#!455(!45! 年广东省市售牡蛎的诺如病毒污染情况在市场"餐饮场所

以及不同地区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基因分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呈现明显季节性特点!以冬季污

染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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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俗称蚝%具较高的医疗保健作用%素有
*海底牛奶+之称,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牡蛎在滤食
时%易在消化道内蓄积大量的致病因子%如副溶血

性弧菌’甲型肝炎病毒’诺如病毒#N4+4L8+52$ (5)等,
诺如病毒具有较强的基因变异性%可通过食物’水
以及人与人之间接触传播%是引起人类急性非细菌
性肠胃炎的主要病原之一 (!) %也是牡蛎中常见的致
病因子, 根据诺如病毒的抗原性和核苷酸序列的
变异程度可将其基因型分成 7 个组 #3XKRLZRNY%
3$%3#’3&’3’可感染人%其中 3#’3&是感染
人的主要遗传组, %HJJ等人 (6)对 6:8 起食源性疾病
暴发分析发现%由海鲜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比例
达 56g%在习惯生食海鲜的日本%该比例甚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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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g, 近年来我国相继报道因食用被诺如病毒污染
的牡蛎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及发烧等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使牡蛎的食用安全问题倍受关注,

已有文献分别对诺如病毒基因分型’诺如病
毒污染牡蛎与其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关系以及广东
省牡蛎养殖场所诺如病毒污染状况等相关研究的
报道 (8 D:) %尚未有对广东省市售环节%包括市场及
餐饮场所牡蛎中诺如病毒的污染状况进行调查研
究, 因此%本研究在 !455 年 6 月!!45! 年 54 月
期间%通过开展广东省部分沿海城市市售牡蛎的
采样检测%对其诺如病毒污染状况进行了近 ! 年
的连续监测%分析了不同城市’季节及场所牡蛎中
诺如病毒的污染情况及基因分型情况%为采取有
效措施减轻牡蛎中诺如病毒污染程度提供建议%

达到预防和控制食用牡蛎引起诺如病毒胃肠炎暴
发的目的,

5#材料与方法
595#材料
59595#样本采集

!455 年 6 月!!45! 年 54 月%每月在广东省广
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中山市’江门市及湛
江市共 F 个市采集市售环节#农贸集贸市场’超市’

商店和批发市场以及大’中’小型餐饮场所$销售的
牡蛎, 根据牡蛎体形大小%每份样品采样规格分为
6 =: 只h份#较大的牡蛎$和 : =5! 只h份#较小的牡
蛎$%约 !74 Lh份,

按计划要求%共采集了市售牡蛎 !F7 份 #市场
采集样本 57" 份%餐饮场所采集样本55: 份$%其中%
!455 年在 F 个城市采集样本 >7 份%!45! 年采集样
本 5"4 份,
5959!#仪器与试剂

.;&F744 0Hba-XHJ@aIGX?$-仪’ ’NQJI)(’)
/VbIb;NWWXZ和 ’NQJI)(’) NQJI)(’)WXZ核酸提取试剂
盒’.L?HaS@&1+KX@)aXY -A@?$-‘Ia’ 3#’3&型引
物及探针 #上海生工公司 $%甘氨酸@氯化钠溶液
#4947 GRJh/3JV%4957 GRJh/’H$J%Y%i"96$’5:g
?(3:444 溶液#497!7 GRJh/’H$J%5:g?(3:444$’
氯仿%均为分析纯级,
59!#方法
59!95#样本的运输和保存

由于采样城市与检测实验室距离较远%如采集
样品无法当天送检%必须保证样本储存和运输过程
中温度维持在 4 =7 k"抵达检测实验室但无法当天
立即检测的样本应保存在 DF4 k低温冰箱中%并确
保牡蛎样品最多低温冷冻 5 次,

59!9!#诺如病毒的富集
取 6 L牡蛎的消化组织%加入 !7 GJ甘氨酸@氯

化钠溶液%置于匀浆器 54 444 ZhGIK 匀浆 ! GIK%混
合液 6F k孵育 64 GIK"加入 7 GJ氯仿%剧烈振摇后
静置 54 GIK%期间振摇 5 次" 54 444 ZhGIK 离心
64 GIK后吸出 上 清" 取上 清% 加入 等体 积 5:g
?(3:444 溶液%使终浓度为 >g%剧烈振荡"将混合
液 8 k静置 8 S 以上%54 444 ZhGIK 离心 54 GIK"弃
上清%沉淀%放 8 k冰箱备用,
59!96#诺如病毒核酸提取

应用核酸提取试剂盒提取核糖核酸%核酸洗脱
体积为 74 !J,
59!98#诺如病毒核酸检测

采用荧光 -A@?$-方法%以诺如病毒 -’.为阳
性对照%以不含诺如病毒样品 -’.作为阴性对照%

以水代替模板作为空白对照, 3#型反应体系
#!7 !J$&-A@?$-反应液 5!97 !J’-A@酶 <IM5 !J’

引物 !97 !J’-’.7 !J’探针 ! !J’去离子水 ! !J%
3&型反应体系#!7 !J$&-A@?$-反应液 5!97 !J’
-A@酶 <IM5!J’引物 !97 !J’-’.7 !J’探针 497!J’
去离子水 697 !J, 反应条件&74 k 64 GIK%"7 k
57 GIK%"7 k !4 b%7! k !4 b%F! k 64 b%84 个循
环"F! k 收集荧光信号%判定样本中诺如病毒是否
阳性及其 3#’3&基因分型,
596#统计学分析

将原始资料统一录入 (B$(/数据库%应用 )?))
5694 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类变量的单
因素分析应用 "! 检验进行独立多组二分类资料比
较%当存在 !4g理论频数 j7 时用 D82H$+确切概率法
判断"整项研究应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i4947,

!#结果
!95#不同城市间牡蛎中诺如病毒污染情况

根据广东省牡蛎养殖与消费情况%共选择了
广东省 F 个沿海城市作为采样城市%分别为&广州
市’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中山市’江门市及湛
江市, 从调查结果可知&共采集了!F7 份牡蛎样
本% 牡 蛎 中 诺 如 病 毒 总 检 出 率 为 589"g
#85 h!F7$ "!455 与 !45! 年 F 个城市的牡蛎中诺如
病毒总检出率分别是 5796g # 56 h>7 $ ’ 589Fg
#!> h5"4$ %经 D82H$+确切概率统计法检验%两年间
F 个城市间的诺如病毒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455 年&"! i>96>!%6i4956>" !45! 年&

"! i54976>%6i494>F $ " !455 年%在江门市与汕
头市采集的牡蛎样本中未检出诺如病毒%!45! 年%
在中山市采集的牡蛎样本中未检出诺如病毒%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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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在广州市采集的牡蛎样本诺如病毒检出率均
最高#见表 5$ ,

表 5#!455!!45! 年广东省不同城市牡蛎中

诺如病毒污染情况
AH]JX5#ASXUXaXQaIRK ZHaXRW’RCIK RVbaXZHQQRZUIKLaReHZIRNb

QIaIXbIK 3NHKLURKLIK 3NHKLURKL?ZReIKQXWZRG!455 aR!45!

地区
检出率hg

!455 年 !45! 年
珠海 !49>#7 h!8$ 5:9F#8 h!8$

中山 !!9!#! h"$ !

江门 ! !595#8 h5"$

广州 6696#8 h5!$ !696#F h64$

汕头 ! !494#: h64$

深圳 5:9F#5 h:$ 5496#6 h!"$

湛江 5595#5 h"$ 5896#8 h!>$

合计 5796#56 h>7$ 589F#!> h5"4$

注&!表示未检出,

!9!#不同季节间牡蛎中诺如病毒污染情况及其基
因分型

根据气象部门资料%将广东省一年四季划分如
下&春季 # 6 =7 月 $%夏季 # : => 月 $%秋季 # " =
55 月$和冬季#5! =! 月$, 从调查结果可知&四个
季节牡蛎中诺如病毒检出率依次分别是 898g’
579Fg’5>9!g和 6:9Fg%通过统计学方法进行季
节间两两比较%夏’秋季的诺如病毒检出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按基因分型分析%3#型病毒株检
出率为 894g%3&型病毒株检出率为 :9!g% 3#和
3&型病毒株同时检出率为 89Fg%主要以 3&型病
毒株为主%经统计学检验分析%三者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i5986F%6i498>F$%见表 !,

表 !#不同季节广东省牡蛎中诺如病毒污染情况

及其基因分型
AH]JX!#ASX’RCQRKaHGIKHaIRK JXeXJHKU LXKRaVYIKL

HQQRZUIKLaRUIWWXZXKabXHbRKbIK 3NHKLURKL?ZReIKQX

季节
诺如病毒污染情况# # i份%g$

阴性
阳性

3#型 3&型 3# E3&型

6值

春季# >:#"79:$ 6#696$ 4#494$ 5#595$ 4945!

夏季## F7#>896$ 6#698$ 7#79:$ :#:9F$ 49:>:

秋季### 78#>59>$ 4#494$ "#569:$ 6#89:$ 4948"

冬季 5"#:696$ 7#5:9F$ 6#5494$ 6#5494$

合计 z !68#>795$ 55#894$ 5F#:9!$ 56#89F$ j49445

注&# 为春季与夏季间比较%6i4945!"## 为夏季与秋季间比较%
6i49:>:"### 为秋季与冬季间比较%6i4948""z为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间比较%6j49445,

!96#不同场所间牡蛎中诺如病毒污染情况
调查中的市售环节包括市场和餐饮场所%市场

包括各种农贸#集贸$市场’超市’商店和批发市场%
餐饮场所包括大’中’小型餐馆, 从调查结果可知%
市场与餐饮场所的牡蛎样本中诺如病毒检出率分

别是 5:98g #!:h57"$和 5!9"g #57h55:$%二者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i49:5"%6i4986!$,
!98#牡蛎中诺如病毒阳性样本基因分型情况

本次调查的 85 份诺如病毒阳性标本中%从基因
分型分析%共分离到 !8 株 3#型病毒株和 64 株3&
型病毒株%珠海市’广州市与中山市以 3&型病毒株
为主%江门市的两种型别病毒株各占 74g%其余 6
个城市的 3#型病毒株数均大于 3&型病毒株数
#见图 5$,

图 5#!455!!45! 年广东省不同地区牡蛎中

诺如病毒阳性标本基因分型情况
0ILNZX5#ASX’RCLXKRaVYIKLIK RVbaXZHQQRZUIKLaReHZIRNb

QIaIXbIK 3NHKLURKL?ZReIKQXWZRG!455 aR!45!

6#讨论
对广东省 !455!!45! 年市售牡蛎样本进行连

续两年的诺如病毒监测%结果牡蛎中诺如病毒总检
出率为 589"g#85h!F7$%其中 3#型病毒株检出率
为 894g%3&型病毒株检出率为 :9!g% 3#和3&
型 病 毒 株 同 时 检 出 率 为 89Fg, !45! 年
<H/IYIKL等 (F)对中国黄河和渤海附近 F 个城市
>84 份贝类进行诺如病毒检测%诺如病毒检出率为
5"967g%该结果与本研究一致 #6i49546$, 在本
次研究中% 3&型与 3#型病毒株的检出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似乎与 3&型诺如病毒株是引
起大部分诺如病毒食源性疾病暴发的现象不一致%
但水源或食源性的诺如病毒食源性疾病暴发以 3#
型诺如病毒株为主 (>) %这与牡蛎中 3#型诺如病毒
株的高检出率是一致,

本研究中市场与餐饮场所销售的牡蛎中诺如
病毒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柯丹枫等 (8)在
!45! 年对广东省牡蛎养殖场所进行诺如病毒监测%
诺如病毒检出率为 5494g%该结果和本研究的结果
基本一致, 牡蛎的食品供应链包括养殖’销售和烹
饪 6 个环节%无须复杂的加工处理%工序相对简单,
因此%为减少牡蛎中诺如病毒引起食源性疾病的危
害%市场应建立完善的食品准入制度%同时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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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应加强监管力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降低牡蛎中
诺如病毒引起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不同地区牡蛎中诺如病毒污染情况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但按不同季节分析%广东省牡蛎中
诺如病毒污染情况呈现季节性特点, 冬季是牡蛎
中诺如病毒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季节%而春季是污染
程度最轻的季节%这可能与牡蛎体内黏多糖在冬季
合成较多从而利于体内的生物富集作用有关 (") ,
;NZcSHZUa(54)对 5""5!5""> 年间美国 5 !:: 例诺如
病毒感染牡蛎引起的胃肠炎发病季节性研究发现%
F>g诺如病毒引发的贝类相关疾病与 55 月到次年
5 月牡蛎消费相关, 李晖等 (7)调查发现 !447!!44>
年广东省诺如病毒胃肠炎暴发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54 月至次年 ! 月, 然而%与既往类似研究不同的
是%在广东省%夏季和秋季诺如病毒的污染情况同
样不容忽视, 可能的原因有&首先%夏季是广东省
各地区雨季时期%大量生活污水随雨水排入沿海海
湾%增加了牡蛎富集诺如病毒的风险"其次%牡蛎作
为海上养殖贝类品种%通过滤食水体中浮游生物或
有机物为生%而夏秋季是我国赤潮高发季 (55) %该现
象同样也增加了诺如病毒污染牡蛎的风险,

综上所述%!455!!45! 年广东省市售牡蛎的诺
如病毒污染情况在市场’餐饮场所以及不同地区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基因分型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呈现明显季节性特点%以冬季污染
最严重, 影响牡蛎中诺如病毒污染情况的因素很
多%其中%建立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相关部门
的监管力度对减轻市场与餐饮场所的诺如病毒污
染情况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生活污水排放’维持
良好的养殖环境可以减轻牡蛎在养殖场所受诺如

病毒的污染程度%从源头上减少牡蛎中诺如病毒的
污染%达到预防和控制食用牡蛎引起诺如病毒胃肠
炎疾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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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香辛料标准适用有关问题的批复
卫计生函%!456&556 号

浙江省卫生厅’
你厅)关于豆蔻等食品香辛料标准适用有关问题的请示* #浙卫 +!45!, 66 号$收悉% 经研究!现批复

如下’
一"列入)香辛料和调味品名称*#3;hA5!F!"P5(!44>$的物质#罂粟种子除外$!可继续作为香辛料和

调味品使用%
二"列入)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 #卫法监发+!44!,75 号$规定的可用于保

健食品的物品名单"尚未列入)香辛料和调味品名 称*#3;hA5!F!"P5(!44>$的物品!如需作为香辛料和调
味品使用!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四十四条有关规定执行%

此复%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