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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湖州市水产品与临床腹泻病例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分布特征

袁瑞!付云!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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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湖州市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g)$污染与临床腹泻病例间的关联性" 方法$收集 !-#’*!-#2

年湖州市 2"% 份水产品和 1 ##! 例临床腹泻病例!分别对水产品与临床腹泻病例粪便或肛拭子标本进行定性 g)检

测%U群血清分群及 0*B 与 0/B 毒力基因型检测" 比较分析 g)在水产品与临床腹泻病例中的流行分布特征"

结果$水产品的 g)检出率为 !1.-!f ##1%52"%$!其中淡水产品检出率为 %%.23f ##%!5%4!$!海产品检出率为
#4."’f#"#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1!%!!,-.--#$" 临床腹泻病例粪便或肛拭子标本的 g)检出率为
’.13f#%4"51 ##!$!其中暴露于水产动物及其制品的检出率达 #".’-f##3-5# #-’$" 在时间分布上!水产品与粪

便或肛拭子标本的检出率基本一致!均在 3 c4 月检出率相对较高&在血清型分布上!二者均以 U%%U’ 血清型为主&

在毒力基因型分布上!临床腹泻病例以 0*B# l$50/B# l$为主#2-."#f!!%45%4"$!而水产品以 0*B# j$50/B# j$为

主#’!.-1f!335#1%$" 结论$湖州市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污染与临床病例感染在时间分布和生物学特征上具有

一定关联!应进一步加强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监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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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溶血性弧菌 #G#6/#3=4/4B4:538>0#.7’"g)$是
我国最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之一"约占细菌性食源
性疾病总病例数的 3."f (#) * 由于其嗜盐特性"广
泛分布于近海岸海水’海产品及其海底沉积物中"
是沿海地区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首要致病菌*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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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淡水中也能检测到 g)(!+%) "食源性疾病监测结
果 (’)表明"g)也是淡水资源丰富区域的主要食源
性致病菌* 湖州地处太湖南岸"淡水资源丰富"既
往监测结果发现湖州地区水产品和临床腹泻病例
中 g)检出率均较高* 为探讨水产品 g)污染与临
床腹泻病例间的关联性"比较分析 g)在水产品与
临床腹泻病例中的流行分布特征"为防治 g)提供
信息参考*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本来源及检测

水产品%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专业采样人
员采样"时间跨度 !-#’!!-#2 年"地点包括养殖场’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网店等"共采集 2"% 份水
产品样品"其中淡水产品 %4! 份"海产品 !2# 份"包
括虾类’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及贝类*

临床腹泻病例%收集 !-#’!!-#2 年湖州市食源
性疾病监测系统中的 1 ##! 例临床腹泻病例"其定
义是以腹泻症状为主诉就诊的门诊或住院病例"
!’ 9内排便次数"% 次"粪便性状异常#如稀便’水
样便’黏液便或脓血便等$* 采集粪便或肛拭子标
本进行 g)检测*
#.#.!$主要仪器与试剂

3%-- 型荧光定量 )X/仪#美国 0T:$’台式高速
离心机’恒温培养箱* 碱性蛋白胨水#0)K$’胰蛋
白胨大豆琼脂#@B0$’血平板均购自上海哈灵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科玛嘉弧菌显色琼脂 #郑州博赛生
物技术研究所$"0):!-a肠道菌试剂鉴定条#法国
生物梅里埃$"## 种 U群分群血清 #日本生研株式
会社$"0*B 和 0/B 基因检测试剂盒#深圳市生科源技
术有限公司$*
#.!$方法
#.!.#$g)检测

水产品样品用自来水冲洗体表后"用 3"f酒精
棉球擦净"鱼类取鱼鳃和鱼肠"蟹取中心内脏及肉"

虾取腹节内肌肉"贝类取全部内容物"无菌操作称
取待检样品 !" D"放入盛有 !!" PV无菌碱性蛋白胨
水的均质袋中"均质制成 #- j#稀释液"%3 e增菌培
养 #1 c!’ 9* 粪便或肛拭子标本直接放入盛有 %f
E<XV碱性蛋白胨水的试管中"%3 e增菌培养 #1 c
!’ 9* 将上述增菌液分别接种于科玛嘉弧菌显色琼
脂平板上"%3 e培养 !’ 9* 挑取可疑菌落"应用0):
!-a肠道菌试剂鉴定条进行生化鉴定*
#.!.!$血清分群

使用 ## 种 U抗原血清 #U# cU## 群$进行分

群* 先接种一管 %f E<XV胰蛋白胨大豆琼脂试管
斜面"%3 e培养 !’ 9"用含 %f E<XV的 "f甘油溶
液冲洗斜面培养物"制成浓厚的菌悬液"#!# e高压
# 9 后"’ --- 5̂P>= 离心 #" P>="弃去上层液体"沉
淀用生理盐水洗 % 次" 每次 ’ --- 5̂P>= 离心
#" P>="最后一次离心后留少许上层液体"混匀制成
菌悬液"进行玻片凝集"观察是否有阳性凝集反应"

同时用无菌生理盐水作自凝对照*
#.!.%$)X/扩增 0*B 和 0/B 毒力基因

经生化鉴定为阳性样品5标本转种血平板"
%3 e培养 !’ 9"刮取菌落溶于 #-- !V[[*!U中"
#-- e金属浴 #" P>= 后"#! --- 5̂P>= 离心 " P>="

其上清液即为 (E0模板液* 使用单重实时荧光
)X/法扩增 0*B 和 0/B 毒力基因"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操作"反应条件为 "- e预变性 ! P>="4" e变性
% P>="4" e退火 " \""" e延伸 2- \"’- 个循环&在
"" e进行 _0N通道荧光检测*
#.%$统计学分析

建立 aR7IV数据库"采用 B)BB #4.- 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 定性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描述"用 #! 检
验或 _>\9Î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i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水产品中 g)污染情况

2"% 份 水 产 品 中 g) 检 出 率 为 !1.-!f
##1%52"% $"其中淡水产品的检出率为 %%.23f
##%!5%4!$"海产品的检出率为 #4."’f#"#5!2#$"

经 #! 检验"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1!%"
!,-.--#$* 在时间分布上"不同月份的 g)检出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i##%."1#"!,-.--# $"在
! c2 月的检出率相对较低"3 c#- 月的检出率相对
较高"其中 4 月的检出率最高"达 "".--f#%%522$"

详见图 #* 在空间分布上"养殖环节中未有 g)检
出"但在其他流通环节均有 g)检出* 在保存方式
上"淡水产品的冰鲜保存 #22.23f"#!5#1$与海产
品的鲜活保存#%3."-f"!’52’$的 g)检出率最高*

在水产品的分类上"淡水产品的虾类#"%.1"f"!#5
%4$与海产品的贝类#%3."-f"#"5’-$的 g)检出率
最高"详见表 #*
!.!$腹泻病例中 g)感染情况

1 ##! 份临床腹泻病例的粪便或肛拭子标本中
g)检出率为 ’.13f # %4"51 ##! $"其中女性为
".’#f#!!-5’ -3-$"男性为 ’.%%f##3"5’ -’!$"女
性高于男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i".-34"
!,-.-"$* 在时间分布上"形成一条单峰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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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湖州市水产品与临床腹泻病例的粪便或肛拭子标本中 g)在不同月份的检出情况
_>DH Î#$@>PI[>\Ẑ>]HZ>C= C8g)>= <oH<Z>7Y Ĉ[H7Z\<=[ 8<I7<VĈ<=<V\M<] \YI7>PI=\C87V>=>7<V[><̂̂ 9I<7<\I\>= *HJ9CH

表 #$湖州市 2"% 份水产品中 g)检出情况
@<]VI#$(IZI7Z>C= <̂ZIC8g)>= 2"% <oH<Z>7Y Ĉ[H7Z

\<PYVI\>= *HJ9CH

分类
样品
份数

检出
份数

检出率
5f #! !

淡水
产品

海产
品

流通
环节

虾类

软体动物

鱼类

鲜活

新鲜#已宰杀$

冰鲜

贝类

甲壳类

软体动物

鱼类

鲜活

新鲜#已宰杀$

冰鲜

冷冻

养殖场

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

超市

网店

餐馆

%4 !# "%.1"

#3 " !4.’#

%%2 #-2 %#.""

%#’ #-2 %%.32

2- #’ !%.%%

#1 #! 22.23

’- #" %3."-

!# % #’.!4

’# 3 #3.-3

#"4 !2 #2.%"

2’ !’ %3."-

#2 ! #!."-

3! 2 1.%%

#-4 #4 #3.’%

’’ - -.--

’ ! "-.--

’"4 #%3 !4.1"

##’ %# !3.#4

#- " "-.--

!! 1 %2.%2

3.’4 -.-!’

##.#4’ -.--’

1."2% -.-%2

#1.4’1 -.---

! -.---$

注%$表示采用 _>\9Î确切概率法检验&!表示缺失值

曲线"# c! 月 g)检出率均为零"自 % 月开始逐步
上升"至 1 月达到峰值 #’.%1f##’3 5# -!!$ "后逐
步下降"详见图 #* 在年龄分布上"" 岁及以下年
龄组未有 g)检出"其他年龄组均有 g)检出"其中
#2 c’- 岁年龄 组 g)检 出 率 最 高" 达 "."’f
#!#" 5% 11!$ "其次为 ’# c2" 岁年龄组 # ".-1f"
#’# 5! 333$ * 在暴露食品的分类上"食用水产动
物及其制品的患者"其粪便或肛拭子中的 g)检出
率最高"达 #".’-f##3- 5# #-’$ "详见表 !*

表 !$湖州市 1 ##! 份临床腹泻病例粪便或肛拭子标本中

g)检出情况

@<]VI!$(IZI7Z>C= <̂ZIC8g)>= 1 ##! 8<I7<VĈ<=<V\M<]

\YI7>PI=\C87V>=>7<V[><̂̂ 9I<7<\I\>= *HJ9CH

分布

特征

样品

份数

检出

份数

检出率

5f
#! !

性别

年龄

暴露

食物

男 ’ -’! #3" ’.%%

女 ’ -3- !!- ".’#

#" 岁 %!’ - -.--

2 c#" 岁 #1! 1 ’.’-

#2 c’- 岁 % 11! !#" "."’

’# c2" 岁 ! 333 #’# ".-1

"2" 岁 4’3 %# %.!3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 #-’ #3- #".’-

豆及豆制品 #"" ## 3.#-

蛋与蛋制品 !-# #’ 2.43

蔬菜类及其制品 !%’ #’ ".41

肉与肉制品 2%# %" ".""

水果类及其制品 !#1 4 ’.#%

乳与乳制品 #%3 " %.2"

粮食类及其制品 !-! 2 !.43

饮料与冷冻饮品类 44 ! !.-!

其他食品 322 %! ’.#1

不详 ’ %2" 43 !.!!

".-34 -.-!’

4.#!! -.-!1

’!.#"- -.---

!.%$g)血清型及毒力基因型分布

表 % 显示了湖州市水产品与临床腹泻病例中
g)的血清型及毒力基因型分布情况* 在血清型

分布上"二者基本一致"均以 U% 血清型为主"其

次为 U’ 血清型* 在毒力基因型分布上"临床腹泻

病例以 0*B #l$50/B #l$为主"占 2-."#f#!%45%4"$"

其次为 0*B #l$50/B #j$"占 %!.22f ##!4 5%4" $ "而

水 产 品 以 0*B #j$ 50/B #j$ 为 主" 占 ’!.-1f

#33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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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血清型及毒力基因型在水产品与临床腹泻

病例中的分布

@<]VI%$BÎCZWYI<=[ ‘>̂HVI=7IDI=CZWYI[>\Ẑ>]HZ>C= C8

g)>= <oH<Z>7Y Ĉ[H7Z\<=[ 7V>=>7<V[><̂̂ 9I<7<\I\

分型
腹泻病例# ( i%4"$ 水产品# ( i#1%$

例数 占比5f 份数 占比5f

血清型

毒力基
因型

U# #- !."% % #.2’
U! # -.!" ! #.-4
U% !%4 2-."# !1 #".%-
U’ 13 !!.-% #% 3.#-
U" ! ! " !.3%
U3 ! ! ! #.-4
U1 ! -."# ! !
U4 ! ! # -.""
U#- ! ! # -.""
U## # -.!" ! !

无法分型 ’3 ##.4- 3 %.1%

未做 1 !.-% #!# 22.#!
0*B# j$50/B# j$ 4 !.!1 33 ’!.-1
0*B# j$50/B# l$ ! ! # -.""
0*B# l$50/B# j$ #!4 %!.22 #- ".’2
0*B# l$50/B# l$ !%4 2-."# ! #.-4

未做 #1 ’."2 4% "-.1!

注%!表示缺失值

%$讨论
g)是一种嗜盐性细菌"主要通过生食海鲜或食

用未经烧熟煮透的海产品感染人类 (") * 然而既往
调查 (2)显示"g)也可在内陆地区的淡水养殖’流通
和餐饮各个环节中检出"内陆多地也时有淡水鱼携
带 g)的报道 (3+1) "从而表明 g)已不仅仅是沿海地
区的首要食源性致病菌"也是内陆地区主要的食源
性致病菌* 尽管 g)感染引起的胃肠炎通常是自限
性的"但对于免疫低下者可能引发败血症而危及生
命 (%) * 林云等 (4)研究报道嘉兴市 g)疾病负担较
重"然而相邻城市的湖州水产品与临床腹泻病例中
g)检出率均较高"为更好地开展该地区 g)防治工
作"本研究比较分析了湖州市水产品与临床腹泻病
例中 g)流行分布情况*

2"% 份水产品中 g)检出率为 !1.-!f"与浙江
省水产品中 %-.’#f的检出率相近"但淡水产品的
检出率#%%.23f$高于海产品的检出率##4."’f$"
这与既往报道 g)主要存在于海产品的结论不一
致 (3"#-) "由于在流通环节中除养殖环节未有 g)检
出外"其他环节均有检出"且存储方式上海产品的
鲜活保存检出率 #%3."-f$最高"而淡水产品的冰
鲜保存检出率 #22.23f$最高"因此推测食品间的
交叉污染可能是导致淡水产品 g)污染更严重的原
因"但淡水产品鲜活保存的检出率 #%%.32f$提示
也存在淡水养殖环节直接污染的可能* 在时间分
布上"3 c#- 月 g)检出率相对较高"这与夏季水的

温度较高更有利于细菌生长繁殖有关 (##) * 在水产
品的分类上"淡水产品的虾类 g)检出率最高"这与
既往研究结果 (##)一致* 对于海产品贝类 g)检出
率最高"其原因与贝类属于滤食性动物有关"容易
富集周围环境中的致病性弧菌*

1 ##! 份临床腹泻病例的粪便或肛拭子标本中
g)的检出率为 ’.13f"略低于温州市的检出率
#".!-f$ (#!) "但高于嘉兴市的检出率#!.2!f$ (4) "
说明湖州市 g)疫情严峻* 在人群分布上"女性高
于男性"年龄主要集中于 #2 c2" 岁"这与相关报
道 (4)一致* 在时间分布上"3 c4 月 g)感染率较高"
这与水产品中 g)检出率的时间分布相一致"且在
暴露食品的分类上"食用水产动物及其制品的患者
g)检出率高于食用其他食品种类者"说明食用被
g)污染的水产品是发病的危险因素"这也进一步说
明湖州市水产品污染与 g)感染有直接的联系*

在 g)血清型分布方面"水产品与临床腹泻病
例中均以 U% 血清型为主"其次是 U’ 血清型"这与
既往研究关于 U%’U’ 血清型主要存在临床病例而
很少分布于水产品的结论不一致 (#%+#’) "但这也从病
原微生物学特征方面佐证了湖州市水产品污染与
g)感染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既往调查 (#’)显示
U%’U’ 血清型属暴发型菌株"因此应进一步加强水
产品中 g)的监测* 在毒力基因型分布上"临床腹
泻病例中以携带毒力基因 0*B 的菌株为主"而水产
品中则以未携带毒力基因的菌株为主"这与相关报
道一致 (#%"#") "与临床菌株相比"来自环境与食物中
的菌株一般很少能够产生耐热直接溶血素#Z[9$和
#或$耐热相关溶血素#Ẑ9$*

本研究比较分析了湖州市水产品与临床腹泻
病例中 g)的流行分布特征"从时间分布’血清型分
布及病例暴露食品种类方面均提示湖州市水产品
g)污染与临床感染病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因此加
强水产品 g)的监测对湖州市食源性疾病的防控具
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还发现湖州市淡水产品 g)
污染严重"其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由于本次研究数据来源于常规监测数据"一些信息
难以获取"建议以后工作中进一步完善阳性菌株相
关信息#如血清型’毒力基因型等$的检测与上报"
以更好地指导当地的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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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卫生部发布咖啡因安全摄入量建议
$$据加拿大卫生部消息!为保障加拿大民众安全地摄取含咖啡因的产品!!-#3 年 " 月 !" 日加拿大卫生部

发布咖啡因消费安全水平的建议"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咖啡因存在于一系列食品与饮料中!这包括可乐以及其他碳酸饮料%能量饮料%巧

克力%茶与咖啡中" 它既可以坦然存在!又可以在生产加工时人为添加"

咖啡因还可以在部分保健食品中出现!例如+能量子弹,%部分感冒与头痛药" 消费者应仔细阅读产品

标签!按照标签说明服用"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讲!摄入少量的咖啡因并没有问他!然而摄入过量会出现失眠%头痛%紧张%兴奋的症

状" 部分对咖啡因过敏的人!即便摄入少量咖啡因!也会出现这些症状" 对于备孕或者怀孕妇女来讲!大量

摄入咖啡因还会增大胎儿流产与低体重婴儿的发生几率" 咖啡因也会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健康产生影响!对

此加拿大卫生部提出以下摄入量’

人群 咖啡因安全限量

健康成人 ’-- PD5[!约 % 杯 1 盎司#!%3 毫升$的冲泡咖啡

孕妇%哺乳期妇女或计划怀孕的妇女 %-- PD5[!比两个 1 盎司#!%3 毫升$的咖啡略多

’ 至 2 岁的儿童 ’" PD5[

3 至 4 岁的儿童 2!&" PD5[

#- 至 #! 岁儿童 1" PD5[

#% 岁及以上青少年 !&" PD5mD

$$#摘自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9ZZY’55=IM\&8CC[P<ZI&=IZ5!-#35-"5’%-2"3&9ZP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