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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残留等严重后果, 但由于滥用抗生素和细菌间耐药
基因的传递%仍然应该密切注意食品中致病菌对抗生
素的耐药状况%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为预防和控
制食源性病原菌引起的感染性腹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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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年山西省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分析

宋晓红!乔玫!刘晔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西#太原#46445!$

摘#要!目的#了解山西省食源性致病菌的污染现状% 方法#按照 !454 年度)全国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手册*

进行% 结果#5 7F: 份样品中共检出阳性菌株 58" 株!检出率为 "987g!其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副溶血性
弧菌污染比较严重!总检出率为 "974g和 >9!!g!金黄色葡萄球菌"阪崎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总检出率分别为
694!g"5955g和 49>Fg% 不同类别食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差异较大!生肉中致病菌的检出率高居榜首为
8"966g!主要污染菌为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沙拉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5F96"g!主要污染菌为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食水产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5:9"8g!主要污染菌为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熟肉制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9>8g!主要污染菌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中式凉拌菜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9>"g!主要污染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鲜榨果汁中致病
菌的检出率为 :9:Fg!主要污染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鲜冻水产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7944g!主要污染菌为副溶
血性弧菌&婴幼儿配方粉h米粉h谷粉h豆奶粉中阪崎杆菌的检出率为 5955g% 结论#山西省多种食品均存在食源
性致病菌不同程度的污染!应加大对散装食品"即食食品和生食水产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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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摄食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
物质#包括生物性病原体$等致病因子所造成的疾
病(5) , 据报告%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

病率的第二位%是当今世界上最突出的卫生问题(!) %

其中食物中的致病菌是导致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因素,

山西省于 !454 年加入全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网%本文
将 !454 年山西省常规监测结果进行汇总分析%为掌
握我国食源性疾病现状提供实际工作经验,

5#材料与方法
595#样品采集及监测项目

按国家 !454 年度-全国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
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的要求%对山西省 56 种食
品进行了监测%采集检测样品共 5 7F: 份%监测项目分
别为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以下简称
单增李氏菌$’大肠杆菌 +57F’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
血性弧菌’阪崎肠杆菌’空肠弯曲菌%采集样品的种
类’数量及检出致病菌的阳性样品数见表 5,
59!#检测方法

按照-手册.中*微生物检验标准操作程序+提供
的方法进行增菌’分离及鉴定, 阳性菌株均通过山西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进一步复核和血清学确认,

!#结果
!95#各类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总体检出情况

在 5 7F: 份样品中共检出阳性菌株 58" 株%总
检出率为 "987g"除大肠杆菌 +57F’空肠弯曲菌未
检出外%沙门氏菌’单增李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副溶血性弧菌’阪崎肠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

其中单增李氏菌’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比较严重%检
出率分别为 "974g及 >9!!g%详见表 !,

表 5#!454 年山西省采集样品的种类’数量及阳性样品数

AH]JX5#ASXaVYX% fNHKaIaVHKU KNG]XZRWYRbIaIeXbHGYJXb

IK )SHKMIYZReIKQXIK !454
样品种类 样本量 阳性样品数
生畜肉 574 66
生禽肉 574 85
熟肉制品 5>6 5>
速冻熟制米面制品 "4 4
即食非发酵性豆制品 574 4
鲜冻水产品 5>4 "
生食水产品 5!8 !5
生食类蔬菜 5!4 4
婴幼儿配方粉h米粉h谷粉h豆奶粉 "4 5
冰激凌 "4 4
中式凉拌菜 "4 >
沙拉 :" 5!
鲜榨果汁 "4 :
合计 5 7F: 58"

表 !#5 7F: 份样品中致病菌的检出情况

AH]JX!#1XaXQaIRK RWYHaSRLXKIQ]HQaXZIHIK 5 7F: bHGYJXb
致病菌 检出率hg

单增李氏
副溶血性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阪崎杆菌
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57F

空肠弯曲菌
合计

"974#>F h"5:$
>9!!#!7 h648$
694!#!6 hF:!$
5955#5 h"4$
49>F#56 h5 8>:$
4944#4 hF!6$
4944#4 h574$
"987#58" h5 7F:$

!9!#不同监测点食源性致病菌检出情况
选择太原市’晋城市和运城市为食源性致病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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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各监测点食源性致病菌的总检出率以太原市最
高为 5496Fg%晋城市次之 "9"8g%运城市最低
>954g, 经卡方检验%三个监测点致病菌总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i57"974%6j4947$, 不同监测
点在不同食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也不相同%太原市主
要是生畜肉%致病菌检出率为 6>944g"晋城市生禽肉
中致病菌检出率最高%为 8!944g"运城市生食水产品
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为 !!944g%详见表 6,

表 6#不同监测点不同食品中致病菌检出情况
AH]JX6#1XaXQaIRK RWYHaSRLXKbWZRGeHZIRNbWRRUbIK

UIWWXZXKaGRKIaRZIKLYRIKabUXaXQaIRK

样品种类
致病菌检出率hg

太原市 晋城市 运城市
生禽肉
生畜肉
熟肉制品
中式凉拌菜
奶粉类
鲜冻水产
冰激凌
果汁
即食非发酵制品
速冻熟制米面制品
生食类蔬菜
沙拉
生食水产品
合计

!4944#54 h74$ 8!944#!5 h74$ !4944#54 h74$
6>944#5" h74$ !8944#5! h74$ 8944#! h74$
7944#6 h:4$ !59:F#56 h:4$ 695F#! h:6$
:9:F#! h64$ 54944#6 h64$ 54944#6 h64$
4944#4 h64$ 4944#4 h64$ 6966#5 h64$
56966#> h:4$ 4944#4 h:4$ 59:F#5 h:4$
4944#4 h64$ 4944#4 h64$ 4944#4 h64$
6966#5 h64$ 4944#4 h64$ 5:9:F#7 h64$
4944#4 h74$ 4944#4 h74$ 4944#4 h74$
4944#4 h64$ 4944#4 h64$ 4944#4 h64$
4944#4 h64$ 4944#4 h:4$ 4944#4 h64$
54944#6 h64$ 4944#4 h"$ 64944#" h64$
5:9:F#54 h:4$ 4944#4 h8$ 5>966#55 h:4$
5496F#7: h784$ "9"8#8" h8"6$ >954#88 h786$

##沙门氏菌’单增李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
血性弧菌’阪崎肠杆菌在 6 个监测点均有不同程度
的检出%7 种致病菌的检出情况存在地区差异%太原
市致病菌种类以副溶血性弧菌’单增李氏菌为主%
检出率分别为 5!974g’549"5g"晋城市致病菌种
类以单增李氏菌为主%检出率为 56948g"运城市
7 种致病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以副溶血性弧菌
检出率最高为 >966g%详见表 8,
!96#不同种类食品中致病菌的检出情况

不同食品中致病菌的检出率也不相同%生肉中
致病菌检出率高居榜首%生禽肉’生畜肉的致病菌
检出率分别为 !F966g和 !!944g%主要污染菌均为
沙门氏菌’单增李氏菌"其他类食品中致病菌的检
出率依次为&沙拉 5F96"g%主要污染菌为单增李氏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食水产品 5:9"8g%主要污
染菌为单增李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熟肉制品
####

"9>8g%主要污染菌为单增李氏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沙门氏菌"中式凉拌菜 >9>"g%主要污染菌为金
黄色葡萄球菌"鲜榨果汁 :9:Fg%主要污染菌为金
黄色葡萄球菌"鲜冻水产品 7944g%主要污染菌为
副溶血性弧菌"婴幼儿配方粉h米粉h谷粉h豆奶粉
中阪崎肠杆菌的检出率为 5955g%详见表 7,
!98#阳性菌株在不同食品中的分布情况

表 7 所示%在所采集的样品中%沙门氏菌主要分
布于生禽肉中占 769>7g"单增李氏菌主要分布于
生禽肉和生畜肉%分别为 6"94>g’6898>g"金黄色
葡萄球菌主要在中式凉拌菜中检出%占所有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 689F>g"副溶血性弧菌为动物性水产
品的专检项目%检出的阳性菌株主要分布于生食水
产品中%分布率为 :>944g,

6#讨论
695 对食品种类的分析

监测结果显示%除速冻熟制米面制品’即食非
发酵性豆制品’生食类蔬菜及冰激凌未检出相关食
源性致病菌外%其余种类食品均受到不同种属食源
性致病菌的污染%其中生肉#包括生畜肉和生禽肉$
中致病菌检出率最高%为 8"966g%虽然此类食品食
用前需要加工处理%但在运输’储存’加工过程中极
易造成污染和交叉污染%导致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是受致病菌污染较高的食品%此结果与毛雪丹等
人 (6)的研究结果相同, 而沙拉’生食水产品’熟肉
制品’中式凉拌菜及果汁等即食食品%食用前不做
任何加工处理%更易引起食物中毒, 另外%在检验
过程中发现即食非发酵性豆制品未检出致病菌%可
能与采集的样品均为真空包装有关%而熟肉制品中
检出致病菌的也多为散装食品,
69!#对致病菌的分析

单增李氏菌的总检出率最高%为 "974g%主要
来自冷藏的生禽肉和生畜肉%并广泛分布在各类食
品中%与近几年其他省份的报道相一致 (8 D7) , 我国
目前尚未将李斯特氏菌病引起的感染列为法定报
告病例%也没有单增李氏菌引起食源性疾病暴发的
事件报告%但单增李氏菌为嗜冷菌%抵抗力强%引起
的疾病临床症状严重%病死率高%应引起相关
####

表 8#各监测点不同致病菌的检出情况
AH]JX8#1XaXQaIRK RWYHaSRLXKbIK UIWWXZXKaGRKIaRZIKLYRIKab

监测点
检出率hg

单增李氏菌 副溶血性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 阪崎杆菌
太原市 549"5#6: h664$ 5!974#57 h5!4$ 5978#8 h!:4$ 49!4#5 h754$ 4944#4 h64$

晋城市 56948#66 h!76$ 4944#4 h:8$ !9"6#F h!6"$ 59"8#" h8:6$ 4944#4 h64$

运城市 7985#5> h666$ >966#54 h5!4$ 897:#5! h!:6$ 497>#6 h756$ 6966#5 h64$



!454 年山西省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分析!!!宋晓红%等 !6FF## !

表 7#不同食品中不同致病菌的分布及检出率
AH]JX7#1IbaZI]NaIRK HKU UXaXQaIRK ZHaXRWUIWWXZXKaYHaSRLXKbIK UIWWXZXKaWRRU

样品种类
分布率hg

沙门氏菌 单增李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副溶血性弧菌 阪崎肠杆菌
检出率hg

生畜肉
生禽肉
熟肉制品
速冻熟制米面制品
即食非发酵性豆制品
鲜冻水产品
生食水产品
生食类蔬菜
婴幼儿配方粉h米粉h谷粉h豆奶粉
冰激凌
中式凉拌菜
沙拉
鲜榨果汁
合计

!694>#6 h56$ 6898>#64 h>F$ ! ! ! !!944#66 h574$
769>7#F h56$ 6"94>#68 h>F$ ! ! ! !F966#85 h574$
5796>#! h56$ 5!9:8#55 h>F$ !59F8#7 h!6$ ! ! "9>8#5> h5>6$
4944#4 h56$ 4944#4 h>F$ 4944#4 h!6$ ! ! 4944#4 h"4$
4944#4 h56$ 4944#4 h>F$ 4944#4 h!6$ ! ! 4944#4 h574$
F9:"#5 h56$ ! ! 6!944#> h!7$ ! 7944#" h5>4$
4944#4 h56$ 89:4#8 h>F$ ! :>944#5F h!7$ ! 5:9"8#!5 h5!8$
4944#4 h56$ ! ! ! ! 4944#4 h5!4$

! ! ! ! 544944#5 h5$ 5955#5 h"4$
4944#4 h56$ ! 4944#4 h!6$ ! ! 4944#4 h"4$
4944#4 h56$ ! 689F>#> h!6$ ! ! >9>"#> h"4$
4944#4 h56$ "9!4#> h>F$ 5F96"#8 h!6$ ! ! 5F96"#5! h:"$
4944#4 h56$ ! !:94"#: h!6$ ! ! :9:F#: h"4$

544944 544944 544944 544944 544944 "987#58" h5 7F:$

注&!表示该种类食品不做此项目的检测,

部门的高度重视,
副溶血性弧菌是沿海地区引发食物中毒的常

见致病菌 (:) %据我国监测网数据显示%副溶血性弧
菌已超过沙门氏菌成为我国食源性疾病的主要致
病菌 (6) , 而处于内陆的山西省%由于经济的飞速发
展和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454 年水产品中副溶血
性弧菌的总检出率高达 >966g%与 !44F 年温州地
区的检出率 "9F7g接近 (F) %尤其在生食水产品中检
出率为 5:9"8g%增加了其导致食源性疾病的危
险性,

金黄色葡萄球菌主要在散装的熟肉制品’凉拌
菜及自制的饮料中检出%说明这些食品在生产’运
输’销售及储存过程中极易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污染%产生的肠毒素经过简单的加热不易被破坏%
故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是引起此类食品发
生食物中毒的高危因素,

沙门氏菌历来是世界上引起食物中毒的主要
致病菌之一%虽然山西省 !454 年沙门氏菌的总检出
率不高%仅为 49>Fg%但其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存在
于生肉’散装熟肉及水产品中%警示应加强对畜禽
及农贸产品的卫生管理工作,
696#对不同监测点监测结果的分析

由表 6’8 可以看出%6 个监测点的食源性致病
菌的总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j4947$%高危
食品和主要致病菌也不相同, 监测结果提示%当地
卫生行政和监管部门应根据当地的监测结果加强
对高危食品的监管%同时对消费者也提出警示%未

来还应继续加强对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
6 个监测点均为山西省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

人们的生活水平和饮食习惯也大致相同%而太原市
又为山西省的省会城市%其致病菌的检出率却高于
其他两个城市%原因可能与样品采集的来源不同有
关%太原市除了从大型的超市和农贸市场采集样品
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样品来自城市与农村结合部%
这也提示有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此区域的监管力
度%确保当地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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