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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 !44"(!45! 年期间上海市副溶血性弧菌临床菌株和水产品分离株的血清型分布% 方法#采

用血清玻片凝集试验对 :!! 株临床菌株和 5F: 株水产品分离株进行血清分型% 结果#:!! 株副溶血性弧菌临床菌

株可分为 !F 个血清型!其中以 +6y‘:型为主!约占 :59Fg% 5F: 株副溶血性弧菌水产品分离株可分为 " 个 +群!其

中 +5"+!"+6"+8 和 +7 群为主要血清型!约占 F!9!g% 水产品分离株与临床菌株的血清型差异较大!但在水产品

中检测到 ! 株临床菌株的优势血清型 +6y‘:% 结论#!44"(!45! 年期间上海市副溶血性弧菌临床菌株和水产品

分离株的血清型均呈现高度多样性!+6y‘:型是引起食物中毒的优势血清型!而水产品分离株未见优势血清型% 临

床菌株优势血清型 +6y‘:在水产品中的出现!提示上海市水产品存在潜在的致病危险!需要加强监控!为疾病的预

防和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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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溶血性弧菌是近年来引人关注的’重要的食
源性致病菌%其广泛存在于海水’海底沉积物以及
鱼等水产品中, 人们食用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的
食物后易引起以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等为
主要症状的急性胃肠炎, 由该菌引起的食源性疾
病在国内外均有报道%世界上沿海国家包括日本’
美国’东南亚等一半以上的食物中毒事件是由其引
起 (5 D!) %在中国沿海地区%副溶血性弧菌是居民夏’
秋季食物中毒和急性腹泻的主要致病菌 (6) , 副溶
血性弧菌分类的主要基础是血清型%取决于菌体的
抗原#+$和荚膜#‘$的抗原特性, 其血清型是利用
+抗原和 ‘抗原的组合#包括 55 种不同的 +抗原

和 :7 种不同的 ‘抗原$来进行血清分型 (8) %目前中
国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分型资料不够全面%本研究对
上海市 !44"!!45! 期间副溶血性弧菌临床菌株和
其水产品分离株进行血清学分型%旨在为副溶血性
弧菌感染预防和流行病学调查提供科学依据,

5#材料与方法
595#材料
59595#菌株来源

溶血性弧菌散发临床菌株 :!! 株’水产品分离
株 5F: 株均来自 !44"!!45! 年期间上海市食源性
致病菌监测网和食品污染物监测网,
5959!#试剂

溶血性弧菌的血 清 分型 诊断 血清 #1XKcH
)XIcXK%*HYHK$%该血清含 +5 =+55 共 55 个 +抗原
诊断血清%:7 个 ‘抗原诊断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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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g氯化钠胰蛋白胨大豆琼脂’甘油’生理
盐水%以上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并经过质量
控制,
59!#方法

上菌株经生化试验确定后%按诊断血清使用说
明要求%分别进行 +’‘抗原凝集试验, 将菌种接种
到 697g氯化钠胰蛋白胨大豆琼脂试管斜面%6: k
培养 5> S%用含 7g甘油溶液冲洗斜面培养物%获得
浓的菌悬液"+抗原鉴定&将菌悬液转移到离心管
内%5!5 k灭菌 5 S%灭菌后离心%8 444 ZhGIK#离心
半径为 : QG$离心 57 GIK%弃上清%沉淀用生理盐水
洗涤 6 次%每次离心%8 444 ZhGIK#离心半径 : QG$%
离心 57 GIK%最后 5 次离心制成菌悬液%与 +血清
进行凝集%同时以生理盐水作为对照"如为阴性%则
重复上面高压及洗涤步骤后检测"如仍未阴性%则
培养物的 +抗原属未知, ‘抗原鉴定&直接挑取少
量 697g氯化钠胰蛋白胨平板上的新鲜菌落%与多
价 ‘血清进行检测%出现凝集反应时再与单个血清
进行检测%用生理盐水作对照,

!#结果
!95#!44"!!45! 年期间上海地区副溶血性弧菌临
床菌株血清型

!44"!!45! 期间收集的副溶血性弧菌临床菌株共
有 :!!株%约 >8g#7!6h:!!$的菌株可以同时被+&‘抗
血清凝集%可分为 : 个+群%共 !F个血清型#图 5$, 主
要的血清型是 +6y‘:%占 :59Fg #6>8h:!!$%其次是
+8y‘>#:>$%+8y‘:> #!7$ 和+8y‘"#58$, 约 5697g
#>8h:!!$的菌株可与+抗血清凝集但不能与‘抗血清
凝集%分别为+5y‘,A#8:$’+!y‘,A#5$’+6y‘,A#!:$’
+8y‘,A#F$’+7y‘,A#!$’+> y‘,A# ! $"约 !98g
##

#57h:!!$的菌株不能分型%即不能与 +y‘抗血清发
生凝集,

图 5 显示%不同的年份其临床菌株的血清型不
尽相同%但 +6y‘:血清型却是各年临床菌株的优势
菌型, 如 !454 年副溶血性弧菌临床菌株出现
+8y‘8’+6y‘!4’+8y‘6F’+7&‘,A%而在其他年份
未出现"!455 年出现 +8y‘56’+8y‘5!’+!y‘!>’
+5y‘>%而在其他年份未见,

图 5#!44"!!45! 期间上海市副溶血性弧菌临床

菌株血清型分布
0ILNZX5#ASXUIbaZI]NaIRK RWbXZRaVYXRWK<*’+’H’$,4?(38G52

IK )SHKLSHIUNZIKL!44"@!45!

!9!#!44"!!45! 年期间上海地区水产品中副溶血
性弧菌分离株血清型

!44"!!45! 年期间分析的水产品包括鱼’虾’
贝类#牡蛎’海螺’蚌’蛤$和蟹%分离副溶血性弧菌
共 5F: 株, 如表 5 所示%完全分型的有 !F 株%分型
率为 5796g%共分为 5F 个血清型%型别较多且分
散%分布于+5’+!’+6’+8’+7’+54 和+55 共 F 个血
清群%其中检出 ! 株 +6&‘: 型菌株, 约 >89Fg
#58"h5F:$菌株不能被 +&‘抗血清同时凝集,

表 5#!44"!!45! 年期间副溶血性弧菌水产品分离株血清分型结果
AH]JX5#ASXbXZRaVYXbRWK<*’+’H’$,4?(38G52IK HfNHaIQYZRUNQabUNZIKL!44"@!45!

+血清群#菌株数$ 血清型#菌株数$
+,A#55$ +,Ay‘,A#55$
+,A#8$ +,Ay‘!8#5$ ’ +,Ay‘56#5$ ’ +,Ay‘5#5$ ’+,Ay‘!#5$
+5#!"$ +5y‘,A#!7$ ’+5y‘6!#!$ ’+5y‘66# #!$
+!#!"$ +!y‘,A#!7$ ’+!y‘!>#6$ ’+!y‘6#5$
+6#!8$ +6y‘,A#!4$ ’+6y‘!># #5$ ’+6y‘:#!$ ’+6y‘78#5$
+8#!4$ +8y‘,A#54$ ’+8y‘!# #!$ ’+8y‘68#6$ ’+8y‘>#!$ ’+8y‘!"# #5$ ’+8y‘"#!$
+7#!:$ +7y‘,A#!8$ ’+7y‘:5#5$ ’+7y‘5F#5$

+:#5$
+>#5$

+:y‘,A#5$
+>y‘,A#5$

+54#5:$
+55#57$

+54y‘,A#58$ ’+54y‘:4# #5$ ’ +54y‘7!# #5$
+55y‘,A#58$ ’+55y‘75# #5$

注&#为新的血清型,

!96#副溶血性弧菌临床分离株和水产品分离株中
新的血清型

!44"!!45! 年期间%上海市副溶血性弧菌临床

分离株和水产品分离株分离到一些新的菌型, 从
表 5 和图 5 结果可见%:!! 株临床分离株有 8 株的
血清型属于新菌型%分别为 +6 y‘!4’+8 y‘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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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和 +5y‘6:, 5F: 株水产品分离株中有 F 株
的血清型属于新菌型%分别为 +5y‘66’+6y‘!>’
+8y‘!’+8y‘!"’+54y‘:4’+54y‘7!’+55y‘75,

6#讨论
副溶血性弧菌是沿海地区引起食物中毒和急

性腹泻的主要病原菌%它的抗原构造极为复杂%研
究副溶血性弧菌临床分离株和环境分离株血清型
的分布情况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对该病的预防控制
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显示%!44"!!45! 年期间上海地区副溶血
性弧菌临床分离株以 +6y‘:血清型为主%占 :59Fg%
属于优势菌型%且无明显的地区差异%这与国内外
的报道是一致的 (7 D:) , 加尔各答早期调查显示%
+5y‘7:血清型曾经作为优势菌型在腹泻病人’回顾
性追 踪 病 例 以 及 携 带 者 中 发 现 (F D>) , 血 清 型
+8y‘5!曾经是美国和墨西哥海岸线分离的副溶血
性弧菌的优势菌型 (") %但这与 +6y‘:型副溶血性弧
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大有不同%+6y‘:血清型的
流行可导致住院人数的迅速增加%同时作为优势血
清型取代了上述地区存在的其他血清型, 有研究
报道在日本爱知县%副溶血性弧菌 +6y‘:型所引起
的爆发性食物中毒事件由 5">>!5""7 期间的 6g

增加到 5"":!!445 期间的 F7g (54) ,
5""7 年以来%+6y‘:流行克隆的出现导致许多

国家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感染大幅度增加%研究报
道 +6y‘:克隆流行株即 +6y‘:血清型及其衍生血
清型流行株已在亚洲国家形成了生态圈 (55) , 已有
研究证明%+6y‘:血清型的衍生血清型是由环境株
通过大片段的基因片段水平转移进行基因重组%首
先获得毒力岛 C?H&@6’C?H&@!%继而获得 C?H&@5’
C?HJ@7%最后获得毒力岛 C?H&@8 而成%为适应环境变
化通过基因水平转移而产生 +y‘抗原的转换%形成
了包含一系列新的血清型的 +6y‘:流行克隆株(5!) ,

通过检测大流行株的特异基因 3419)hKX_和 3@H 发
现%目前在上海市 +6y‘:克隆流行株的衍生血清型有
+8y‘:>’+8y‘>’+8y‘,A’+5y‘,A’+6y‘,A’+8y‘8’
+7y‘,A’+8y‘5!’+5y7:(56) ,

!44"!!45! 年期间上海地区副溶血性弧菌水
产品分离株的血清型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分别属于
+5’+!’+6’+8’+7’+:’+>’+54’+55 共 " 个血清
群%没有优势血清群%血清型变化的机制主要是通
过编码荚膜 ‘抗原及 +抗原的基因突变’水平转移
等方式进行%这种机制可能是细菌为适应环境变化
以及逃避人类免疫系统的方法之一 (55) ,

研究发现副溶血性弧菌临床分离株和水产品

分离株的血清型并不一致%临床菌株以 +6y‘:为
主%而水产品分离株中只检测到 ! 株 +6y‘:%这种现
象与国内外文献报道类似 (58 D5:) , 原因可能是由于
引起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的除水产品这个传染
源外%还可能由其他因素引起%已经有研究报道副
溶血性弧菌不仅通过水产品而且通过污染其他食
品流行传播%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宾馆饭店的水产
品销售和加工场所是副溶血性弧菌通过交叉污染
并最终导致食物中毒及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场
所 (5F) , 除 +6y‘:外%还有其他血清型同样也在临床
菌株中检出到%如 +8y‘"% +8y‘>和 +!y‘!>, 提示
仍要加强水产品的监测,

本研究发现 55 个新 的血 清 型% 其中 只有
+5y‘6:在广东省被检测到 (7) %其余在我国其他省份
还没有发现, 提示不同地区可能由于不同环境压
力出现的新血清型也是有差异的, 因此%需进一步
加强对上海地区副溶血性弧菌的监测%为疾病的预
防和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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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天津市市售贝类腹泻性贝类毒素的调查研究

马丹!高丽娜!李春青!陈永平!董学鹏
!农业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天津$" 天津#644!!5$

摘#要!目的#对 !455 年 ! 月(!45! 年 5 月天津市售双壳经济贝类腹泻性贝毒#1)?$污染状况进行为期一年的

抽样!调查其食用安全性% 方法#分别采用小鼠生物法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h<)@<)$对可食部分进行检

测!测定毒素含量及分析毒素组成% 结果#在所抽查的 54 种 546 个贝类样品中!只有产自河北唐山的毛蚶中 7 月

和 > 月采集的样品中有 ! 个呈阳性且均超标% 对阳性样品进行 /$h<)@<) 检测!检出 1AB@5 和 2AB毒素% 结论#

腹泻性贝毒在天津市场范围内检出率及含量整体水平不高!但应提示有关部门应在春季预防!在夏季加强对食用

贝类的监测和宣传!以保证市民健康安全%

关键词!腹泻性毒素& 贝类& 小鼠生物法&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鳍藻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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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性贝毒#1IHZZSXaIQbSXJJWIbS YRIbRKIKL%1)?$
是一种藻类毒素%被贝类滤食后其在贝类体内性质

非常稳定%一般烹调加热不能被破坏%人体食用后
会产生以腹泻为主%伴有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故
而命名, 1)?污染遍及世界%在英国 (5) ’尼日利
亚 (!) ’日本 (6) ’韩国 (8)等国均有检出, 我国南北方
贝类养殖基地%均已受到 1)?的污染 (7 D:) , 1)?按
其结构可分为聚醚类毒素@大田软海绵酸#+.$及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