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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北京市顺义区鸡胴体中弯曲菌分布和分子特征"为顺义区弯曲菌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集批发市场和零售店鸡胴体 ," 份"采用滤膜法分离培养弯曲菌"对分离菌株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分析并构建最

小生成树# 结果$鸡胴体中弯曲菌检出率为 %’."^&)’/,"’"空肠弯曲菌与结肠弯曲菌占比分别为 !+."^&#-/’"’

和 ,&."^&!#/’"’# 批发市场和零售店弯曲菌检出率分别为 +,."^& !%/)!’和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Bg"."’’(’j% 月空肠弯曲菌检出率分别为 #"."^&&/&"’!)"."^&+/&"’和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b,.,&)"Bg"."’’# #- 株空肠弯曲菌共分为 #! 个 FM型(&+ 株结肠弯曲菌共分为 #, 个 FM型# 空肠弯曲

菌耐药率前五位由高至低依次为四环素&#""."^"#-/#-’!萘啶酸&#""."^"#-/#-’!环丙沙星&-).%^"#+/#-’!氟

苯尼考&’%.-^"##/#-’!庆大霉素 & !,.+^"%/#-’(结肠弯曲菌耐药率前五位由高至低依次为萘啶酸 & #""."^"

!#/!#’!环丙沙星&#""."^"!#/!#’!四环素&-!.’^" &-/!#’!链霉素&-!.’^" &-/!#’!庆大霉素&+!.-^"&,/!#’#

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多重耐药率分别为 ,+.)^&#!/#-’和 -!.’^&&-/!#’# 结论$北京市顺义区市场零售鸡

胴体中弯曲菌污染水平较高"结肠弯曲菌为污染的优势菌种# 批发市场鸡胴体污染弯曲菌的情况比零售店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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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菌#R+=;%2"1+0/(5$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
病原菌+ 禽!牲畜等动物宿主携带弯曲菌较为普
遍 . #*&/ + 人感染弯曲菌可罹患弯曲菌病&出现腹泻!
呕吐!发热等临床症状&少数特异菌型的空肠弯曲
菌可造成格林*巴利综合症 . #*&/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北京市顺义区前期腹泻病例中弯曲菌流行和分子
特征研究结果 . !*)/显示&腹泻病例粪便中弯曲菌的
检出率高达 %."^+ 弯曲菌的滤膜分离法可使弯曲
菌检出率相对传统方法提升近二十倍&说明中国弯
曲菌导致的腹泻可能被严重低估 . !&’*,/ +

人感染弯曲菌多与弯曲菌污染的禽肉食品相
关&如食品加工不彻底导致禽肉表面污染的弯曲菌
未能被灭活&或禽肉与直接入口食品发生交叉污
染&因此&研究禽肉中弯曲菌携带情况对预防弯曲
菌病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集北京市顺义区市
场和零售店中售卖的新鲜鸡胴体&进行弯曲菌的分
离培 养 并 对 获 得 菌 株 进 行 多 位 点 序 列 分 型
#J:A?=A@2:<<BW:B;2B?GP=;L&RZFM$分析&获得顺义
区鸡胴体中弯曲菌分布与分子特征&为弯曲菌病的
防控提供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采集

本次研究共采集鸡胴体 ," 份&其中来源于大型
批发市场样品 )! 份&零售店样品 #% 份+ 采集时间
平均分布于 &"#+ 年 ’j% 月&每月 &" 份+ 采集样品
均为新鲜鸡胴体样品&未经过冷冻处理+ 采集过程
符合无菌操作&鸡胴体保存于无菌塑封带中&) k
& 4 内运送至实验室进行弯曲菌分离检测+
#.#.&$主要仪器与试剂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 谱 仪
#(:?@3ABVFPBBE& 德国 KC:IBC$&Z=L4?2G2ABC% )+"%
荧光定量丙聚合酶链式反应#d5H$仪#德国罗氏$&
d5H仪#美国 K=@*H>E$+

禽肉食品弯曲菌检测试剂盒!弯曲菌生化检测试
剂盒!弯曲菌琼脂稀释法最低抑菌浓度#RU5$检测试
剂盒&空肠弯曲菌!结肠弯曲菌实时荧光检测试剂盒
均购自青岛中创生物制品有限公司’i>CJ>A=琼脂和
哥伦比亚平板#英国 TcTU[$&全基因组提取试剂盒
#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微需氧袋!微需氧
培养盒均购自日本三菱&RZFM引物由英潍捷基公司

合成&标准菌株为空肠弯曲菌#(M55!!’,"$&所有试
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方法
#.&.#$弯曲菌分离与鉴定

在无菌环境中将鸡胴体转移到均质袋中&加入
缓冲蛋白胨水#Kd]$’"" JA&揉搓胴体表面 #’ J=;&
确保胴体全部部位都被 Kd]充分揉搓’吸取 # JA
Kd]加入 ’ JA促生长因子弯曲菌增菌液&)& k微
需氧#+’^8&!#"^5T&!’^T&$增菌培养 &) 4’吸取
混匀后的促生长因子弯曲菌增菌液 !"" !A&均匀滴
加在覆盖有 ".)’ !J滤膜的双孔板培养基上&每张
滤膜上呈)梅花状*分布菌液 ’j, 滴&在生物安全柜
中风干 )" J=; 后揭去滤膜&置于 )& k微需氧环境
中培养 )+ 4’挑取双孔板培养基上呈无色湿润液滴
状单克隆菌落纯培养+ 菌株鉴定使用手工生化!实
时荧光 d5H和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三种方法+ 其中手工生化使用弯曲菌生化检测试剂
盒&结果判定参照说明书’实时荧光 d5H阳性判定标
准为扩增曲线为典型 F 型且循环阈值#5M值$小于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判定标准为
评分前三位的结果一致且分数均大于 &." 分+
#.&.&$弯曲菌 RZFM分子分型检测

将鉴定为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的菌株进
行 RZFM分子分型检测&菌株核酸提取使用全基因
组提取试剂盒&弯曲菌 % 个管家基因包括 +4;7!
&2)7!&2/7!&2%7!;&=!/8/!3)07&扩增引物和测序引物
及扩增条件由网站 # 4??P%//OOO1JA<?1;B?/$提供+
扩增产物由英潍捷基公司进行测序’各管家基因序
列提交网站# 4??P%//OOO1JA<?1;B?/$&获得各管家基
因号 和 菌 株 FM号+ 使 用 K=@8:JBC=2<<@3?O>CB
#N’.#$中 RZFM3@C2>?BL@C=2>AE>?>选项建树&分别
制作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的最小生成树+
#.&.!$弯曲菌抗生素敏感性检测

采用 -, 孔板琼脂稀释法进行药敏试验&包括红
霉素#7H\$!阿奇霉素#(_U$!萘啶酸#8(Z$!环丙
沙星#5Ud$!庆大霉素#S78$!链霉素# FMH$!氯霉
素#56Z$!氟苯尼考#DZT$!四环素#M7M$!泰利霉
素 #M7Z$ 和克林霉素 #5ZU$&使用空肠弯曲菌
#(M55!!’,"$!大肠埃希菌 #(M55&’-&&$作为质
控菌株+ 试验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药敏板于 )& k
微需氧培养 &) 4&肉眼判断检测结果&读取 RU5+ 根
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5ZFU$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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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 . %/判定耐药结果+
#.!$统计学分析

使用 FdFF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的比较应用卡方#!&$检验&Bg"."’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弯曲菌阳性检出率分布

," 份鸡胴体样品中共分离弯曲菌 ’" 株&其中
空肠弯曲菌阳性样品 #- 份&结肠弯曲菌阳性样品

!# 份&其中 ’ 份样品为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混
合污染+ 弯曲菌检出率为 %’."^#)’/,"$’空肠弯
曲菌检出率为 !#.%^##-/,"$&结肠弯曲菌检出率
为 ’#.%^#!#/,"$&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混合
阳性检出率为 +.!^#’/,"$+ ’!, 和 % 月空肠弯曲
菌检出率分别为 #"."^# &/&"$!)"."^# +/&"$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Bg
"."’$+ 批发市场和零售店弯曲菌检出率分别为
+,."^#!%/)!$和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b-.+%%&Bg"."’$&见表 #+

表 #$弯曲菌检出率分布
M>QAB#$[=<?C=Q:?=@; @3P@<=?=NBC>?B<@3R+=;%2"1+0/(5

分布
空肠弯曲菌 结肠弯曲菌 混合

阳性份数 检测份数 检出率 /̂ 阳性份数 检测份数 检出率 /̂ 阳性份数 检测份数 检出率 /̂

时间分布

地点分布

’ 月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批发市场 #, )! !%.& &, )! ,".’ ’ )! ##.,

零售店 ! #% #%., ’ #% &-.) " #% "."

&.&$弯曲菌 RZFM分子分型检测结果
#- 株空肠弯曲菌经过 RZFM检测&分成 #! 种

FM型& 其 中 ! 种 为 新 FM型 # FM-))!! FM-)))!
FM-))’$&占比较高的 FM型为 FM#!%##’.+^&!/#-$
和 FM-"%- # #’.+^& !/#- $+ !# 株结肠弯曲菌中
&+ 株完成 RZFM检测&包含 #, 种 FM型&其中 ) 种为

新 FM型#FM-)!-!FM-))"!FM-))#!FM-))&$&占比最
高的 FM型为 FM’’####).!^&)/&+$&其次为 FM+!"!
FM#,&’! FM-))&&均占 #".%^ # !/&+ $’除 FM#,,)!
FM-))" 和 FM-))# 外&其余 #& 种 FM型均属于
55+&+ 克隆群+ 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最小生成
树见图 #+

注%每一个圆代表一个 FM型&圆中数字代表 FM型的编号&不同黑白深浅代表这种 FM型菌株的数量&将不同圆连接在一起的灰色

带代表其归属同一个克隆群&连接不同圆之间的数字代表不同 FM型之间的遗传距离

图 #$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最小生成树
D=L:CB#$R=;=J:J<P>;;=;L?CBB@3R.:(:3)’>;E R.0"2’

&.!$弯曲菌耐药检测结果
空肠弯曲菌耐药率前五位由高至低依次为四

环素##""."^&#-/#-$!萘啶酸##""."^&#-/#-$!环
丙沙星#-).%^&#+/#-$!氟苯尼考#’%.-^&##/#-$!
庆大霉素 #!,.+^&%/#-$’结肠弯曲菌耐药率前五
位由高至低依次为萘啶酸##""."^&!#/!#$!环丙沙
星##""."^&!#/!#$!四环素#-!.’^& &-/!#$!链霉
素#-!.’^& &-/!#$!庆大霉素 # +!.-^&&,/!#$&见
表 &+ 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耐 ! 类或 ! 类以上
抗生素多重耐药率分别为 ,+.)^##!/#-$和 -!.’^

#&-/!#$+

!$讨论
滤膜法分离弯曲菌技术的推广应用使腹泻病

例监测和食品风险监测中弯曲菌分离率明显提
高 . !&’&+/ &该方法基于弯曲菌菌体较小&可透过
".)’ !J直径滤膜的特性&从而达到弯曲菌与其他
杂菌分离&不被杂菌遮蔽的目的+ 本次研究在使用
滤膜法基础上得到鸡胴体中较高的弯曲菌检出率
#%’."^$&与国外研究中报道的数据 . -*#"/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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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弯曲菌耐药率分布

M>QAB&$[=<?C=Q:?=@; @3>;?=Q=@?=2CB<=<?>;2BC>?B<@3

R+=;%2"1+0/(5

抗生素
临界值
/#L/JA$

耐药率 /̂

空肠弯曲菌 结肠弯曲菌
红霉素 $!& "." #"/#-$ ,%.% #&#/!#$

阿奇霉素 $+ "." #"/#-$ %).& #&!/!#$

萘啶酸 $,) #""." ##-/#-$ #""." #!#/!#$

环丙沙星 $) -).% ##+/#-$ #""." #!#/!#$

庆大霉素 $+ !,.+ #%/#-$ +!.- #&,/!#$

链霉素 $#, !#., #,/#-$ -!.’ #&-/!#$

氯霉素 $!& &#.# #)/#-$ #,.# #’/!#$

氟苯尼考 $+ ’%.- ###/#-$ &-." #-/!#$

四环素 $#, #""." ##-/#-$ -!.’ #&-/!#$

泰利霉素 $#, "." #"/#-$ %).& #&!/!#$

克林霉素 $+ "." #"/#-$ %).& #&!/!#$

说明北京市顺义区鸡胴体被弯曲菌污染较严重&食
品风险监测中应关注鸡胴体污染弯曲菌而造成的
致病风险+ 滤膜法可以广泛应用于弯曲菌食品风
险监测工作中+

本次 ," 份食品样品中共分离结肠弯曲菌
!# 株&空肠弯曲菌 #- 株&结肠弯曲菌阳性检出率高
于空肠弯曲菌&与以往报道空肠弯曲菌为优势菌种
不同 . ##*#)/ + 从北京市顺义区腹泻病例弯曲菌病原
学监测中同时发现&结肠弯曲菌是引起顺义区腹
泻!急性胃肠炎等疾病的重要病原菌 . !&#’/ + 结肠弯
曲菌相关研究工作和检测标准制定工作应引起
重视+

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在培养基上的菌落
形态相似&难以区分+ 目前研究发现空肠弯曲菌和
结肠弯曲菌的耐药差别明显&结肠弯曲菌的耐药高
于空肠弯曲菌 . !&#&&#)/ + 本研究中&’ 份样品同时分离
到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 由于监测工作中&检
验人员只能通过多挑取单克隆的方式识别两种弯
曲菌的混合污染&因此两种弯曲菌混合污染同一件
样品的概率可能更高&尤其是当两种弯曲菌污染剂
量差异大&其中一种弯曲菌以优势菌存在时&会加
大另一种弯曲菌分离难度+ 如果对增菌液直接进
行两种弯曲菌实时荧光 d5H检测&可提示样品中混
合污染的现状+ 本研究未对增菌液进行鉴别检测&

因此真实的混合污染情况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 ," 份样品的采集时间分布在 ’ j% 月&
’ 月份检出率仅有 #"."^&明显低于 , 月和 % 月&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Bg"."’$+ ’ 月份是温度和湿度
变化幅度较大的时间段&鸡胴体中弯曲菌检出率较
低可能与自然环境变化较大进而影响弯曲菌存活
有关联+ 批发市场采集鸡胴体中弯曲菌阳性检出
率高于零售店&这可能因为下游零售环节相比上游
批发环节经历了多次分销与运输&继而受到多次冻

融或其他外界环境改变的影响&从而使鸡胴体表面
存活的弯曲菌变少有关+ 上游批发市场中新鲜鸡
胴体被弯曲菌污染情况更为严重&应对这一销售环
节弯曲菌污染加强控制&以利于弯曲菌病的科学
防控+

与文献报道过的有关弯曲菌分子特征研究结
果 . #,*#+/相似&空肠弯曲菌 FM分型相对分散&所有 FM

型亲缘关系较远&其中 FM),) 型曾是 &"#,"&"#% 年
顺义区腹泻病例中分离空肠弯曲菌的优势 FM

型 . !/ ’而结肠弯曲菌 FM型相对集中&亲缘关系接
近&大部分 FM型都有多种相同的管家基因+ 文献
报道 . #+/ &我国腹泻病例和动物食品中分离的结肠弯
曲菌 +,^归属 55+&+ 克隆群&本研究中分离结肠弯
曲菌有 +%.#^# &%/!#$归属 55+&+&与文献报道接
近+ &"#,"&"#+ 年顺义区从腹泻病例中共分离
## 株结肠弯曲菌均归属 55+&+#数据未发表$&本研
究中分离的优势 FM’’## 型结肠弯曲菌曾于 &"#, 年
从腹泻病例中分离到 . !/ + 提示鸡胴体中结肠弯曲
菌分离株与腹泻病例分离株有紧密的关联+ 国外
亦有报道 . #+*&"/ &人类弯曲菌感染与禽类!牲畜类宿
主相关食品有着密切的关系&羊的相关食品与人感
染结肠弯曲菌有着密切的关系+ 目前我国进行弯
曲菌宿主归因的研究还比较少&每个地区应该结合
本地区人畜共患病原菌的疾病负担&进行沙门菌!
弯曲菌等重要人畜共患病原菌的宿主归因工作&对
归因明确的宿主及其相关食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控
制&科学防控人畜共患病原菌造成的感染性疾病+
北京市顺义区更多宿主及其食品中人畜共患病原
菌研究工作也将是未来工作的方向+

本研究中分离的空肠弯曲菌对四环素和萘啶
酸耐药率为 #""."^&对环丙沙星耐药率为 -).%^&
顺义区腹泻病例中空肠弯曲菌对以上抗生素的同
样存在高耐药率#四环素 -&."^!萘啶酸 -&."^&环
丙沙星 +%.’^$ . !&#’/ &提示顺义区人源和禽源分离
弯曲菌关系紧密+ 腹泻病例中空肠弯曲菌对氟苯
尼考耐药率高达 ’+.!^. !/ &本研究中鸡胴体分离株
对氟苯尼考耐药率为 ’%.-^&人源和禽源弯曲菌分
离株同样对这种兽用抗生素存在高耐药率值得关
注+ 本研究中结肠弯曲菌耐药率与 &"#) 年国内文
献报道 . &#/相比&对两种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率均为
#""."^&与文献报道一致’对红霉素!四环素耐药率
与文献报道接近’对庆大霉素!链霉素两种氨基糖
苷类抗生素耐药率高于文献报道水平’对氯霉素耐
药率低于文献报道水平+ 结肠弯曲菌耐药现状较
空肠弯曲菌严重+ 结肠弯曲菌对氨基糖苷类耐药
率的增长应重点关注+ 顺义区人源!禽源分离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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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对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氯霉素类!氨基糖苷类
等临床常用抗生素都存在较高耐药率&尤其是结肠
弯曲菌多重耐药问题明显&这对临床弯曲菌病的治
疗会造成较大的负担+ 文献报道京津冀地区养殖
业中使用的抗生素种类非常多 . &&/ &养殖业中不科学
添加抗生素造成弯曲菌产生耐药进化压力&出现较
为严重的多重耐药&进而对人感染弯曲菌病造成重
要的疾病负担+ 弯曲菌耐药问题需要从源头治理&
畜牧养殖业!临床都应大力关注弯曲菌耐药风险和
目前严重的耐药现状&协同控制弯曲菌耐药进展的
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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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重新评估磷酸盐的安全性
$$&"#- 年 , 月 #&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7DF(’发布磷酸盐&7!!+*!)#" 7!)!" 7)’"*)’&’作为食品添加
剂安全性的评估结果#

欧盟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剂小组&D(D’提供了重新评估磷酸盐作为食品添加剂安全性的科学意见# 经过
评估"专家小组认为磷酸盐的每日容许摄入量为 )" JL/IL体重&以磷表示的磷酸盐’对人类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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