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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昆明市西山区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污染状况调查

彭俊!杨淞!王珏!金丽仙
!昆明市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了解昆明市西山区食品中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状况!预防其食物中毒的暴发和流行" 方法"采用
8i,+0*-&%(#%!%)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检验*!并结合梅里埃仪器鉴定系统!对样品进行

单增李斯特菌检验" 结果"#%!# 年 ( )* 月间!分组随机抽取食品及食品加工工具样品 ,%’ 份进行单增李斯特菌

的检验!从中检出 !% 株单增李斯特菌!总检出率为 #-,’." 其中!食品加工工具检出率为 #-(%.%食品总检出率为
#-,’.!蔬菜类和生肉类检出率均为 (-%%." 结论"西山区食品及食品加工工具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较普遍!存

在单增李斯特菌引起公共卫生问题的风险!应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关键词!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食源性致病菌% 污染% 调查%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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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菌属$=9:BUN.(8"#.’%是一类具有代表性
的革兰氏阳性小球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存在
于大多数食品中’ 最新的分类学研究将李斯特菌属
分为 ’ 个种"通常只有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N.(8"#.’ %$&$1+8$5"&"("下称单增李斯特菌%和人类的
李斯特菌病$V<UT9R<NU<U%相关)!* ’ 单增李斯特菌是一
种重要的人畜共患病病原菌"可造成严重食物中毒"
能引发败血症(脑膜炎(单核细胞增多及孕妇流产等"
病死率高达 &%.)#* ’ 自从 !*’# 年首次报道李斯特菌
病以来"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多次暴发由空心菜(
奶酪(甜瓜等引起的单增李斯特菌食物中毒"国内也
有李斯特菌病的报道)&* ’ 为了解昆明市西山区食品
中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状况"预防单增李斯特菌食物
中毒的暴发和流行"随机抽取西山区内大(中(小餐饮

服务单位的蔬菜类(米面制品(生食凉拌食品(饮料(
生肉(刀墩共 ,%’ 份样品进行单增李斯特菌检测"从
中检出 !% 株单增李斯特菌"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菌株来源

分三个片区对西山区大(中(小餐饮服务单位
进行随机抽样"以用餐人员较多的学校食堂(幼儿
园食堂(建筑工地食堂(火锅店(农家乐及小食品店
为抽样重点"共抽取样品 ,%’ 份"其中蔬菜类 ’% 份
$蔬菜(豆腐%(米面制品 ,% 份(生食凉拌食品 0% 份
$中式凉拌菜(沙拉(生食水产品%"饮料 0’ 份$瓶装
饮料(生榨果汁%"生肉 !%% 份$生禽肉(生畜肉(生
鱼肉(生内脏%(刀墩 ,% 份$一把刀具和一个墩板为
一个采样单位"本地墩板均为木制品"分为加工原
料的生刀墩和加工直接入口食品的熟刀墩"采样方
法为涂抹法%", A 内送达实验室进行检验’ 单核增
生李斯特菌标准菌株 )S1SS$i% (,%%#*由中国普



昆明市西山区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污染状况调查!!!彭俊"等 ! +(""" !

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提供’
!-!-#"仪器与试剂

恒温培养箱(生物安全柜(gdXGf&# 微生物鉴
定仪 $法国 i<N51rR<9B‘%’ 李氏增菌肉汤( >d1琼
脂(三糖铁琼脂(科玛嘉李斯特菌显色培养基(血平
板(8Od鉴定卡$法国 i<N51rR<9B‘%(单糖生化管’
!-#"方法

根据 8i,+0*-&%!#%!%/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检验0 ),*方法"经过增菌(分
离(初筛后"动力试验呈伞状或月牙状生长(三糖铁
上下层产酸不产硫化氢(镜检为革兰氏阳性短杆
菌(过氧化氢酶阳性者"采用 i<N51rR<9B‘全自动微
生物生化鉴定系统对其纯菌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
李斯特菌属的菌株进一步做鼠李糖和木糖的单糖
管生化鉴定"并刺种于血平板"鼠李糖阳性(木糖阴
性(血平板刺种点周围产生狭小的透明溶血环者最
终确定为单增生李斯特菌’ 并参考国内学者的研
究成果 )( c’* "以达到最佳检测结果’

#"结果
#-!"五类食品及刀墩中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调查

五类食品及刀墩中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状况见
表 !"共检出 !% 株单增李斯特菌"除米面制品及饮料
外均 有 单 增 李 斯 特 菌 检 出"检 出 率 为 #-,’.
$!%/,%’%’ 食品总检出率为 #-,’.$*/&’’%"以蔬菜类
和生肉类检出率最高"均达 (-%%.#食品加工工具刀墩
的检出率为 #-%(.$!/,%%’ 统计学分析显示"各类食
品及食品加工工具的单增李斯特菌检出率之间进行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2e%-%(%’

表 !"五类食品及刀墩中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调查
XCYV9!">BRW9KNLV<UT9R<C\N:N[KTN=9:UZNVVBT<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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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检出率/. 检出样品名称

蔬菜类 (-%%$& /’%% 白豆腐(小白菜

生肉 (-%%$( /!%%% 罗非 鱼( 生 鸭 肝(
生牛 肉( 生 猪 肉(
生鸡肉

生食凉拌食品 !-#($! /0%% 金鳟鱼
米面制品 %-%%$% /,%%

饮料 %-%%$% /0’%

刀墩 #-(%$! /,%% 刀墩$熟%

合计 #-,’$!% /,%’%

#-#"三个片区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调查
三个片区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状况见表 #"各

片区食品中均存在单增李斯特菌污染现象"其中第
三片区的检出率最高"达 &-(#."比较各片区之间
的单增李斯特菌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j
!-%*"2e%-%(%’

表 #"三个片区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调查
XCYV9#">BRW9KNLV<UT9R<C\N:N[KTN=9:UZNVVBT<N: <: 9C[A CR9C

片区 检出数 检测数 检出率/.

第一片区 # !## !-’,

第二片区 & !,# #-!!

第三片区 ( !,# &-(#

合计 !% ,%’ #-,’

&"讨论
本次调查研究表明"西山区食品及食品加工工

具刀墩中存在单增李斯特菌污染现象"总检出率为
#-,’.$ !%/,%’ %’ 其中食品总检出率为 #-,’.
$*/&’’%"低于国外报道水平 )+* "但高于国内 #%%!
年全国范围调查的结果$!-+,.% )0* "与北京市西城
区 #%%0!#%!% 年食品食源性致病菌监测结果接近
$#-#!.% )** "低于徐州市 #%%+!#%!! 年食品中食
源性致病菌监测结果 $(-*’.% )!%* #抽检样品中豆
腐(蔬菜(生畜肉(生禽肉"鱼肉(禽内脏都有单增李
斯特菌检出"说明西山区食品中存在单增李斯特菌
污染现象"且污染范围较为广泛’

本次调查在生鱼肉(生鸭肝(生牛肉(生鸡肉(
生猪肉中均检出单增李斯特菌"表明生肉中普遍存
在单增李斯特菌污染现象"因此食品加工过程中一
定要注意生熟分开"杜绝单增李斯特菌污染直接食
用的熟食’ 在三个片区的食品中均检出单增李斯
特菌"且检出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e%-%(%"
说明单增李斯特菌污染在西山区普遍存在"分布较
广’ 本次调查发现"食品加工工具刀墩中存在单增
李斯特菌污染现象"检出率达 #-(%."这株单增李
斯特菌是从某中型饭店的熟刀墩中检出的"提示食
品加工工具中存在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易成为食
物中毒的源头"因此卫生监督工作中要加强食品加
工工具的卫生监督管理’

本次调查提示"西山区食品及食品加工工具中
单增李斯特菌的污染现象较为普遍"存在单增李斯
特菌引起公共卫生问题的风险’ 目前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中单增李斯特菌不是强制检测项目"但鉴于
本次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建议西山区在食品安全管
理中加强该病原菌的监测"以降低由该病原菌引起
的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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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宁波市 #%!# 年市售海产品中重金属铅(汞(镉(铬污染状况分析

高志杰!!汪娌娜!!郑海波!!姚浔平#

!!$宁波市海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宁波"&!(%!##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宁波"&!(%!%$

摘"要!目的"了解 #%!# 年宁波市海产品中重金属铅’汞’镉’铬的含量水平!评价海产品食用的安全性" 方法"在

宁波市区范围内采集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海产品!!! 个品种共 #0( 份样品!按照 8i(%%*-!#(#%!% 和 8i/X

(%%*-!+’!(’!#&(#%%& 进行分析" 结果"#0( 份样品中铅’汞’镉’铬检出率分别为 *&-&.’*0-*.’*0-#.’*+-#.!超

标率分别为 #-0.’%.’!(-,.’%-,." 海产品中重金属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藻类’软体类’甲壳类’鱼类" 结论"

#%!# 年宁波市市售海产品重金属污染情况不容乐观!部分品种海产品重金属超标且含量较高!应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海产品% 铅% 汞% 镉% 铬% 食品污染物% 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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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是沿海居民十分重要的食物来源’ 然
而"随着沿海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伴生而来
的是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污水不断地排放入海"造成近
海岸环境质量下降’ 海洋生物对环境中的重金属有
不同程度的富集作用"重金属铅(汞(镉通过食物链会
传递到人体"研究结果已证明重金属对人体健康会产

生较大危害)!* ’ 宁波市作为沿海城市"居民对海产品
的食用量远高于内陆城市居民"若海产品污染严重"
宁波市民可能受到更大的危害’ 本研究通过对宁波
市市售的鱼类(甲壳类(软体类(海藻类等海产品进行
监测"了解其重金属铅(汞(镉(铬的含量"分析不同海
产品受污染的状况"并进行综合分析评估"为食用海
产品的安全性提供数据支持’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 年在宁波市区$海曙区(江东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