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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技术与方法
改良半固体四硫磺酸钠煌绿培养基用于鸡肉中沙门菌的检测

刘辉!刘岚铮!李健!时玉雯!胡光春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济南’!/""!##

摘’要!目的’使用改良半固体四硫磺酸钠煌绿%d4XX&培养基对鸡肉样品中的沙门菌进行初筛!作为附加步骤

对 L4>%/&)9!""! 方法进行改良!以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 方法’将 d4XX培养基经虹吸法装入玻璃毛细管!插入

预增菌液或增菌液类液体培养基!使半固体培养基和液体培养基相结合!预增菌或增菌过程同动力增菌过程同步

进行# 此外对使用 d4XX培养基改良 L4>%/&)9!""! 方法分为纯菌种组和自然鸡肉样品组分别试验!并对结果进

行评估# 结果’应用改良 L4>%/&)9!""! 方法!沙门菌株检出率纯菌种组为 )3.%#!%0#!)&!自然污染的沙门菌阳

性鸡肉样品检出率为 )!.%(/0(3&!而原 L4>%/&)9!""! 方法对自然污染的沙门菌阳性鸡肉样品检出率为 3&.

%((0(3&!低于改良法’与原方法相比!&!. %!%$0(%&&的阴性样品不需要进一步分离和鉴定试验# 结论’应用
d4XX培养基改良后的 L4>%/&)9!""! 方法能够应用于鸡肉中沙门菌的检测!且优势明显#

关键词!改良半固体四硫磺酸钠煌绿培养基’ 沙门菌’ 动力增菌’ 食源性致病菌’ 检测’ 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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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已有很多食品中沙门菌检验的标
准方法"而且一般均以培养法为基准方法* 培养法
一般包括预增菌’增菌’分离和生化血清学鉴定等
步骤 (#73) "其中 L4>%/&)9!""!$以下简称原方法%适
用于鸡肉相关产品中的沙门菌检验"同时该方法被
美国分析化学家协会$6>6+%官方方法 !""!-#" 等

同采用 ()) * 源于在敏感性和活菌获得方面的优点"
培养法目前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使用"是一些分子
生物学和免疫学快检方法无法取代的* 但是培养
法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而其中大部分人力是应用于阴性样品却又无法
省略的"包括对大量的阴性样品投入的分离工作和
对大量疑似菌落投入的鉴定工作* 为了节约人力"
同时节约物力和时间"在原方法的基础上"本研究
设计和引入了改良半固体四硫磺酸钠煌绿$d4XX%
培养基对鸡肉样品中的沙门菌进行初筛"作为附加
步骤对 L4>%/&)9!""! 进行了改良* d4XX培养基



改良半固体四硫磺酸钠煌绿培养基用于鸡肉中沙门菌的检测!!!刘辉"等 !%(/’’ !

主要作用原理是对沙门菌的动力增菌* 将 d4XX培
养基经虹吸装入玻璃毛细管"然后插入预增菌液或
增菌液类液体培养基"从而使半固体培养基和液体
培养基相结合"预增菌或增菌过程同动力增菌过程
同步进行* 此外"本研究对使用 d4XX培养基改良
后的 L4>%/&)9!""! 方法$以下简称改良法%进行了
评估"分为纯菌种评估和自然鸡肉样品评估*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菌种及样品来源

#( 株为标准菌株"分别为布伦登卢普沙门菌
$D#&:<?)&&# aQMKBJKQIZ"6X++a667%%$%’肠炎沙门
菌$D#&:<?)&&# )?;)*%;%5%("6X++#("&%%’鼠伤寒沙门
菌$D#&:<?)&&# ;-78%:’*%’:"6X++#$"!3%’弗氏柠檬
酸菌$0%;*<+#$;)*L*)’?5%%"6X++$(3%$%’大肠埃希菌
$M($8)*%$8%# $<&%" 6X++ !/)!! %’ 大 肠 埃 希 菌
$M($8)*%$8%# $<&%" 6X++ $(33) %’ 阪 崎 肠 杆 菌
$0*<?<+#$;)*(#N#G#N%%"6X++!/)$$%’奇异变形杆菌
$!*<;)’(:%*#+%&%("6X++ #!$/( %’ 副溶血性弧菌
$A%+*%<7#*#8):<&-;%$’(" 6X++ #&3"! %’ 粪肠球菌
$M?;)*<$<$$’(L#)$#&%("6X++!)!#!%’金黄色葡萄球
菌$D;#78-&<$<$$’(#’*)’("6X++!)!#(%均购自美国
标准菌种保藏中心"福氏志贺菌 $ D8%,)&&# L&)J?)*%"
+d++/#/&&%’福氏志贺菌$ D8%,)&&# L&)J?)*%" +d++
/#/&)%均购自中国医学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其他 #&$ 株菌均为分离株"来源于食品和临床样本"

使用 eASK[ ! +EYZM:S系统鉴定* (%& 份自然鸡肉样
品购买于济南市超市及农贸市场*
#-#-!’主要仪器与试剂

eASK[ ! +EYZM:S鉴定系统$法国生物梅里%’生
物安全柜’恒温培养箱*

缓冲蛋白胨水$a*j%’,MZZMZEQS7eMUUAVAMJAU大
豆蛋白胨 $,e4 % 肉汤’添加新生霉素的 dIVVKQ7
mMI;;YMBB 煌绿肉汤$dmXXB 肉汤%’亚硫酸铋$a4%

琼脂和木糖赖氨酸脱氧胆盐$@FT%琼脂均购自英
国 >PEAJ* d4XX培养基为实验室自行配制"配方
为&#"-" C蛋白胨’/-" C牛肉浸粉’ (-" CWM+V’
/-" C胆盐’(" CWM!4!>(//H!>和 !-& C琼脂溶解
于# """ YV去离子水中* 将该基础培养基悬液加热
至沸腾"然后冷却至 $% q/" h#!" YVL! 和 mL溶液
$!/" C0FL! 和 ("" C0FmL%’#" YV煌绿溶液$# C0F%

和 ! YV新生霉素溶液 $无盐型"!" C0F% 加入到
# """ YV基础培养基中* 上 述 各 成 分 除 WM+V’
WM!4!>(//H!>’mL溶液和煌绿溶液购自北京陆桥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外"其余均购自英国 >PEAJ*

#-!’方法
#-!-#’毛细管中装载 d4XX培养基

将 "-# :Y内径"#" :Y长的玻璃毛细管的两头
各做一个平行的直角弯头"每个弯头分别长!-/ :Y"

一头带有适配于 ( YV玻璃管制瓶的发泡硅胶塞*
毛细管的另一头带有根据不同样品类别而使用的
增菌液容器 $( YV玻璃管制瓶’#" YV玻璃试管或
!/" YV锥形瓶%所适配的硅胶塞"制备好的玻璃毛
细管高压灭菌处理后备用* 吸取新配制的 !-& YV
d4XX培养基立即转移至 ( YV管制瓶中* 将适配于
该瓶的玻璃毛细管一端立即浸入培养基中* 通过
虹吸作用"d4XX培养基会充满整个毛细管"毛细管
的另一端待用*
#-!-!’应用 d4XX培养基改良法

将 d4XX培养基分别插入加入样品的预增菌
a*j"及加入培养后预增菌液的两种增菌培养
基!!!,e4 肉汤和 dmXXB 肉汤中* 经过一段时间
培养"a*j’,e4 肉汤和 dmXXB 肉汤中所生长的沙
门菌会于 d4XX培养基中沿着毛细管生长和运动"

其他种类杂菌会被抑制"从而使沙门菌能够被初步
筛检出*

无菌称取 !/ C的鸡肉样品加入无菌均质袋
中"然后加入 !!/ YV的 a*j中* 均质 ( YAB 后"将
悬液无菌倒入 !/" YV玻璃锥形瓶中"插入 #-!-#

准备的装有 d4XX培养基的毛细管的备用端"使端
口浸入到 a*j 中* 形成一个毛细管培养 a*j7
d4XX装置"置于恒温培养箱中于 (% h培养 #% q
!$ <"#% < 培养后开始观察结果* 典型沙门菌生长
为 d4XX培养基的晕圈生长线穿过玻璃毛细管的
中点或者位于中点附近* 不典型生长为晕圈生长
线未能到达玻璃毛细管的中点或无晕圈生长线存
在"但绿色的 d4XX培养基相比阴性对照明显褪
色* 无晕圈生长或无明显褪色现象记录为无沙门
菌生长* 凡是不典型生长或无生长的样品于
(% h继续培养 !$ <"然后再观察是否有沙门菌典
型生长*

!$ < 培养后的 a*j轻轻混匀"吸取 "-# YV该
培养液加入到 #" YV,e4 肉汤中#吸取 #-" YVa*j

培养液加入到 #" YVdmXXB 肉汤中* 分别将两支制
备好的装有 d4XX培养基的毛细管的备用端插入到
上述两种培养液中形成 ,e47d4XX装置和 dmXXB7
d4XX装置* ,e47d4XX装置于 $! h培养 !$ <*
dmXXB7d4XX装置于 (% h培养 !$ <* 如果没有沙
门菌典型生长"则在原有温度下继续培养 !$ <*

如果毛细管中的晕圈生长线到达了另一端的
管制瓶中"则将晕圈生长线中的培养物直接划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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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于 a4 琼脂和 @FT琼脂* 如果毛细管中的晕圈生
长线未能到达另一端的管制瓶中"仍位于毛细管
内"则于生长线处将毛细管经砂轮磨口后无菌掰
裂"暴露出的培养物接种 a4 琼脂和 @FT琼脂* 后
续鉴定等检测步骤依据原方法进行*
#-!-(’对应用 d4XX培养基改良法的评估

纯菌种&#!) 株沙门菌和 /3 株非沙门菌用来评
估毛细管培养法* 冻存的非沙门菌菌株使用营养
琼脂于 (% h复苏 !$ <"然后采用改良法培养* 沙门
菌直接使用冻存于 l3" h的菌株"来测试改良法*

因为少量的 a*j就能够满足纯菌种增菌的要求"因
此 ( YV玻璃管制瓶替代了 !/" YV玻璃锥形瓶用来
盛放 a*j* 复苏后的非沙门菌菌株和沙门菌菌株
于 a*j7d4XX装置中 (% h 培养" 如果菌株于
!$ < 未产生典型生长"则进行 a*j7d4XX的 $3 < 培
养及 ,e47d4XX和 dmXXB7d4XX步骤#若菌株于
!$ < 产生典型生长"则不必进行后续培养* 在同一
株菌相关的 ( 个培养装置中"任何一个产生阳性结
果则该菌株测试结果记录为阳性"反之"在任何一
个培养装置中均未产生阳性结果则记录为该菌株
测试阴性*

自然污染鸡肉样品&每一个样品用原方法和改
良法进行平行测试* 两种方法的检测率使用
d:WKYMQ检验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纯菌种评估

#!) 株沙门菌中 #!% 株在 d4XX培养基中呈现了
典型生长"为阳性结果"因此检出率为 )3.#/3 株非
沙门菌中 ! 株呈阳性"具体菌株结果见表 #* 全部阳
性沙门菌菌株均于 a*j7d4XX装置中即生长",e47
d4XX和 dmXXB7d4XX步骤未进行* 其中 #"3 株在
!$ < 内典型生长"&( 株于 #% < 典型生长"(/ 株于
#& q!$ < 典型生长* %3 株晕圈生长线延伸入另一
端的玻璃管制瓶中* 其他 #3 株生长于 !$ q$3 < 培
养"其中 3 株的晕圈生长线延伸入另一端的玻璃管
制瓶中* 伤寒沙门菌’甲型副伤寒沙门菌和丙型副
伤寒沙门菌各一株在 a*j7d4XX’,e47d4XX和
dmXXB7d4XX装置中均未产生阳性结果*

在 #-!-! 全部 ( 个步骤中"$3 株非沙门菌菌株
未产 生 任 何 晕 圈 生 长 线* # 株 阴 沟 肠 杆 菌
$M?;)*<+#$;)*$&<#$#)%菌株虽然在整个毛细管中未
产生晕圈生长线"但是于 $3 < 培养后于另一端的玻
璃管制瓶中产生了轻微的晕圈"且使 d4XX培养基
产生了明显的褪色* & 株非沙门菌"包括 $ 株奇异
变形杆菌 $!*<;)’(:%*#+%&%(%’ ! 株弗氏柠檬酸菌

’’’表 #’纯菌株对 d4XX培养基的评估结果$株%

XM̂VK#’_RMVIMSAEB QKUIVSUE;S<Kd4XXYKJAIYNAS< ZIQKUSQMABU

菌株分类 菌株名称
试验菌
株数

阳性菌
株数

沙门菌

阿巴沙门菌 D#&:<?)&&# 6̂ M # #

阿贡纳沙门菌 D#&:<?)&&# 6CEBM ! !

阿卡杰沙门菌 D#&:<?)&&# 6[MB8A # #

奥拉尼堡沙门菌 D#&:<?)&&#
6QMBAKB^IQC

( (

阿斯涅沙门菌 D#&:<?)&&# 6UUABAK ! !

鸭沙门菌 D#&:<?)&&# #?#;’: # #

波那雷恩沙门菌 D#&:<?)&&#
aEBMQAKBUAU

# #

布利丹沙门菌 D#&:<?)&&# aVKCJMY # #

布伦登卢普沙门菌 D#&:<?)&&#
aQMKBJKQIZ

# #

猪霍乱沙门菌 D#&:<?)&&#
+<EVKQMKUIAU

# #

克米顿沙门菌 D#&:<?)&&# +<EYKJKD # #

克勒肯威尔沙门菌 D#&:<?)&&#
+VKQ[KBNKVV

( (

科克迪沙门菌 D#&:<?)&&# +E:EJD ! !

道拉沙门菌 D#&:<?)&&# TMIVM ! !

都柏林沙门菌 D#&:<?)&&# TI^VAB # #

肠炎沙门菌 D#&:<?)&&# )?;)*%;%5%( (( ((

印第安纳沙门菌 D#&:<?)&&# LBJAMBM #" #"

伊鲁木沙门菌 D#&:<?)&&# LQIYI # #

克斯坦兹沙门菌 D#&:<?)&&#
mEBUSMB]

# #

拉姆柏修斯特沙门菌 D#&:<?)&&#
FMŶ KQ<IQUS

# #

林登堡沙门菌 D#&:<?)&&# FABJKB^IQC ! !

罗米纳沙门菌 D#&:<?)&&# FEYASM ! !

伦敦沙门菌 D#&:<?)&&# FEBJEB # #

马尔默沙门菌 D#&:<?)&&# dMVYEK # #

内科拉沙门菌 D#&:<?)&&# WM[IQI # #

尼夫顿堡沙门菌 D#&:<?)&&#
WK;SKB^M:<

# #

新罗歇尔沙门菌 D#&:<?)&&#
WKNQE:<KVVK

# #

诺顿沙门菌 D#&:<?)&&# WEQSEB # #

巴布亚那沙门菌 D#&:<?)&&# *MZIMBM # #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D#&:<?)&&#
7#*#;-78%/

# "

乙型副伤寒沙门菌 D#&:<?)&&#
7#*#;-78%"

# #

丙型副伤寒沙门菌 D#&:<?)&&#
7#*#;-78%0

# "

普雷斯顿沙门菌 D#&:<?)&&# *QKUSEB # #

罗斯托克沙门菌 D#&:<?)&&# ,EUSE:[ # #

瑞森沙门菌 D#&:<?)&&# ,AUUKB # #

萨雷加尼沙门菌 D#&:<?)&&# 4MQM8MBK # #

胥瓦增格隆沙门菌 D#&:<?)&&#
4:<NMQ]KBCQIBJ

( (

斯坦利沙门菌 D#&:<?)&&# 4SMBVKD $ $

苏贝鲁沙门菌 D#&:<?)&&# 4I^KQI # #

汤卜逊沙门菌 D#&:<?)&&# X<EYZUEB ) )

托驽马沙门菌 D#&:<?)&&# XEIBEIYM ( (

伤寒沙门菌 D#&:<?)&&# ;-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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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菌株分类 菌株名称
试验菌
株数

阳性菌
株数

非沙门菌

鼠伤寒沙门菌 D#&:<?)&&#
XDZ<AYIQAIY

## ##

维也纳沙门菌 D#&:<?)&&# jAKB # #
LL>$"#!&H]&]() ( (
LL>)"#!&HC"Y"U"S&K"B"P # #
LL>%"3&HV"]!3&K"B"P # #
LL>$"#!"!&&H]&K"B"P ! !
LLL̂ %#&A&] # #

弗氏柠檬酸菌 0%;*<+#$;)*L*)’?5%% ( #

杨氏柠檬酸菌 0%;*<+#$;)*-<’?,#) ! #

肺炎克雷伯菌 @&)+(%)&&# 7?)’:<?%#) ! "

臭鼻克雷伯菌 @&)+(%)&&# <G#)?#) # "

产酸克雷伯菌 @&)+(%)&&# <J-;<$# # "

大肠埃希菌 M($8)*%$8%# $<&% ## "

弗格森埃希菌 M($8)*%$8%# L)*,’(<?%% ( "

阴沟肠杆菌 M?;)*<+#$;)*$&<#$#) ! "

阪崎肠杆菌 0*<?<+#$;)*(#N#G#N%% ! "

奇异变形杆菌 !*<;)’(:%*#+%&%( & "

普通变形杆菌 !*<;)’(O’&,#*%( # "

福氏志贺菌 D8%,)&&# L&)J?)*% ! "

摩氏摩根菌 P<*,#?)&&# :<*,#?%% # "

威斯康辛米勒菌 P<)&&)*#&&#
Q%($<?()?(%(

# "

蜂房哈夫尼亚菌 R#L%?%# #&O)% # "

副溶血性弧菌 A%+*%<7#*#8):<&-;%$’( ! "

鲍氏不动杆菌 /$%?);<+#$;)*
+#’:#??%%

# "

铜绿假单胞菌 !()’5<:<?#(
#)*’,%?<(#

! "

温和气单胞菌 /)*<:<?#(
(<+*%#

# "

类志贺邻单胞菌 !&)(%:<?#(
(8%,)&&<%5)(

# "

海藻希瓦尔菌 D8)Q#?)&&# #&,# # "

白假丝酵母菌 0#?5%5# #&+%$#?( # "

粪肠球菌 M?;)*<$<$$’(L#)$#&%(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D;#78-&<$<$$’(
#’*)’(

! "

木糖葡萄球菌 D;#78-&<$<$$’(
J-&<(’(

# "

嗜麦芽寡氧单胞菌 D;)?<;*<78<:<?#(
:#&;<78%&%#

# "

蜡样芽胞杆菌 "#$%&&’($)*)’( # "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H%(;)*%#
:<?<$-;<,)?(

! "

$0%;*<+#$;)*L*)’?5%%% 和 # 株 杨 氏 柠 檬 酸 菌
$0%;*<+#$;)*-<’?,#)%于部分步骤中产生了晕圈生长
线"但是均未达到毛细管中线* 仅有 # 株弗氏柠檬
酸菌和 # 株杨氏柠檬酸菌产生了典型的沙门菌样生
长* 因此 d4XX培养基的特异性为 )&. $/%0/3%"

具体结果见表 #*
!-!’自然污染样品评估结果

对于鸡肉样品"共计 (3 份样品通过原方法或改
良法中的任何一种方法检测出阳性* 原方法检出

(( 份样品"经改良法后"其中 (" 份仍然被检出"( 份
未被检出"但是另有 / 份样品被检出阳性$原方法为
阴性结果%* 改良法共检出 (/ 份阳性样品* 改良法
的检出率为 #".$(/0(%&%"与原方法 ).$((0(%&%的
检出率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2"-"/%*

对于经 d4XX培养基筛检出的 (/ 份阳性样品"
(! 份于 a*j7d4XX装置中即呈现阳性结果"另 ( 份
由 ,e47d4XX和 dmXXB7d4XX步骤检出* a*j7
d4XX装置的检出率是 ).$(!0(%&%"与原方法的检
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2"-"/%* 在 a*j7
d4XX装置中"!) 份样品于 !$ < 内典型生长"#) 份
于 #% < 典型生长*

所检出的沙门菌血清型见表 !* 对于其中 #& 份
阳性样品"沙门菌是由 d4XX培养物划线接种的相关
后续分离平板 @FT琼脂和 a4 琼脂上的唯一生长菌
或者主要生长菌$少量菌生长"不超过 !" 菌落数%*

表 !’鸡肉样品中所分离的沙门菌血清型$株%
XM̂VK!’4KQERMQUE;D#&:<?)&&# AUEVMSKU;QEYZEIVSQDUMYZVKU

血清型 数量 原方法 改良法
肠炎型 _BSKQASAJAU ) 3 )

汤卜逊型 X<EYZUEB / / /

印第安纳型 LBJAMBM $ $ (

鼠伤寒型 XDZ<AYIQAIY ( ! (

托驽马型 XEIBEIYM ! # !

科克迪型 +E:EJD ! ! !

阿斯涅型 6UUABAK # # #

布利丹型 aVKCJMY # # "

猪霍乱型 +<EVKQMKUIAU # " #

德尔卑型 TKQ̂D # # #

伊鲁木型 LQIYI # # "

康斯坦兹型 mEBUSMB] # # #

林登堡型 FABJKB^IQC # # #

罗米纳型 FEYASM # " #

尼夫顿堡型 WK;SKB^M:< # # #

纽波特型 WKNZEQS # # #

诺顿型 WEQSEB # # #

巴布亚那型 *MZIMBM # # #

山夫登堡型 4KB;SKB^KQC # # #

合计 (3 (( (/

’’总计 %3 份假阳性菌株出现于 d4XX培养基中"
其中 $( 份样品中发现弗氏柠檬酸菌’#) 份样品中
发现阴沟肠杆菌和 % 份样品中发现奇异变形杆菌*

(’讨论
应用 d4XX培养基改良法可以检出 )3.沙门菌

菌株"检出 )!.$(/0(3%的自然污染的沙门菌阳性
鸡肉样品"用原方法可检出 3&.$((0(3%自然污染
的沙门菌阳性鸡肉样品* 因此"应用 d4XX培养基
改良法能够用于检测鸡肉中的沙门菌* 在特定情
况下"改良法可进一步简化"仅进行 a*j7d4XX步
骤"取消 ,e47d4XX和 dmXXB7d4XX步骤* a*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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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XX装置可以检出 )3.沙门菌菌株和 3$.的自然
污染的沙门菌阳性鸡肉样品"与原方法的检出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比完整步骤的改良法检
出率略低"可以导致部分假阴性结果"因此使用简
化步骤前需要考虑平衡检测成本与效果*

与原方法比较"&!. $!%$0(%&%阴性样品不需
要进一步的分离和鉴定试验* 且 3(.$!)0(/%的阳
性样品能够于 !$ < 内被初步筛选"/$.$#)0(/%甚
至可以在 #% < 内被初检出*

d4XX培养基是以四硫磺酸钠煌绿肉汤$XXa%
为基础改型而来的"主要改型内容为去掉了碳酸钙
和增加了琼脂* 在 XXa中"碳酸钙用于中和细菌增
殖产生的酸类"以消除酸类对目标沙门菌生长的抑
制作用* 但是对于 d4XX培养基"若含有碳酸钙"培
养过程中酸与碳酸钙反应产生的 +>! 气泡会破坏
半固体培养基的结构* 在 d4XX培养基中"沙门菌
移动和生长的前沿部位没有酸或有少许酸类"前沿
后边产生的酸类会使培养基中胆盐发生沉淀"从而
形成肉眼可见的晕圈"而且可以抑制后续竞争性杂
菌的生长* 因此加入碳酸钙对于 d4XX培养基非但
没有用处"反而是有害的*

尽管改良半固体 ,MZZMZEQS7eMUUAVMJAU$d4,e%
培养基已经被广泛使用于沙门菌动力增菌 (#") "但在
毛细管中"预试验表明该培养基在一些方面表现不
如 d4XX培养基$未发表%* d4,e培养基需要 (% <
的培养才能产生沙门菌典型生长"比 d4XX培养基
多约 !" <* 明显的晕圈只在末端的玻璃管制瓶中出
现"在毛细管中观察不到"而且个别在 d4XX培养基
中可以生长的菌株于 d4,e培养基中不生长*

对于 d4XX培养基"有一些局限性需要关注&该
培养基无法检出无动力沙门菌"如鸡白痢沙门菌
$ D#&:<?)&&# 7’&&<*’:% 和 鸡 沙 门 菌 $ D#&:<?)&&#
,#&&%?#*’:%"这两型菌比较罕见"且主要引起动物特
别是禽类的疾病"对人类危害较小(##) "作为食品中的
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不大"因此此类菌产生的假阴性
现象对食品中沙门菌检测总体效果的影响不大"可以
忽略不计* 毛细管培养法也不能检测到甲型副伤寒
沙门菌’丙型副伤寒沙门菌和伤寒沙门菌中的一些菌
株"该类菌株也是目前通用的一些国际标准沙门菌检

验方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 对于 ! """ 种以上血
清型的沙门菌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 #"".覆盖
全部血清型"因此各种方法都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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