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6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21 年第 33 卷第 5 期

论著

2015—2020 年安徽省腹泻病人沙门菌血清型分布及耐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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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安徽省近年来沙门菌(Salmonella)的血清型分布及耐药特性,为本省沙门菌引起腹泻病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2015—2020 年来自安徽省 16 个地市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腹泻病例中分离出的

980 株沙门菌进行血清分型,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药物敏感性实验。 结果 　 980 株沙门菌分为 82 种血清型,
优势血清型为肠炎沙门菌[31. 43% (308 / 980)]、鼠伤寒沙门菌[26. 22% (257 / 980)]、阿贡纳沙门菌[7. 35% ( 72 /
980)]、汤卜逊沙门菌 [ 6. 63% ( 65 / 980)] 和伦敦沙门菌 [ 3. 37% ( 33 / 980)]。 沙门菌对氨苄西林 ( AMP )、萘啶酸

(NAL)、四环素(TET)、氨苄西林 / 舒巴坦(AMS)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62. 35%、47. 96%、47. 86%、43. 16%;对 AMP、
AMS、NAL、头孢西丁(CFX)、阿奇霉素(AZM)耐药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P< 0. 05)。 沙门菌耐药性呈现区域性特

点,皖北地区耐药情况较皖中、皖南更加严重。 多重耐药率达 40. 41%,鼠伤寒沙门菌、伦敦沙门菌多重耐药严重。
结论 　 2015—2020 年安徽省腹泻病人沙门菌血清型主要为肠炎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汤卜逊沙门

菌和伦敦沙门菌。 菌株耐药情况较严重,且对多数抗生素耐药率呈上升趋势,多重耐药水平较高。 需密切关注并

持续对本地区沙门菌的耐药情况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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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identify
 

the
 

serotypes
 

and
 

drug
 

resistance
 

profiles
 

of
 

Salmonella
 

recovered
 

from
 

diarrheal
 

patients
 

in
 

Anhui
 

Province,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foodborne
 

diseases
 

caused
 

by
 

Salmonella.
 

Methods　 From
 

2015
 

to
 

2020,
 

980
 

Salmonella
 

were
 

collected
 

from
 

16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Anhui
 

Province.
 

The
 

strains
 

were
 

serotyped,
 

and
 

the
 

drug
 

susceptibility
 

profile
 

was
 

studied
 

by
 

micro-broth
 

dilution
 

method.
 

Results 　 Nine
 

hundred
 

and
 

eighty
 

Salmonella
 

included
 

82
 

serotypes
 

with
 

a
 

predominance
 

of
 

Salmonella
 

enteritidis
 

31. 43%
 

( 308 / 980) ,
 

Salmonella
 

typhimurium
 

26. 22%
 

( 257 / 980) ,
 

Salmonella
 

agona
 

7. 35%
 

(72 / 980) ,
 

Salmonella
 

thompson
 

6. 63%
 

(65 / 980)
 

and
 

Salmonella
 

london
 

3. 37%
 

(33 / 980) .
 

The
 

highest
 

resistance
 

were
 

ampicillin
 

( AMP) ,
 

nalidixin
 

( NAL) ,
 

tetracycline
 

( TET)
 

and
 

ampicillin / sulbactam
 

( AMS) ,
 

which
 

were
 

62. 35% ,
 

47. 96% ,
 

47. 86% ,
 

43. 16% ,
 

respectively.
 

The
 

resistance
 

rates
 

to
 

AMP,
 

AMS,
 

NAL,
 

cefoxitin
 

( CFX) ,
 

and
 

azithromycin
 

( AZM)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P< 0. 05) .
 

The
 

drug
 

resistance
 

of
 

Salmonella
 

showed
 

different
 

feat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t
 

was
 

worse
 

in
 

the
 

north
 

than
 

the
 

south
 

and
 

central
 

Anhui
 

Province.
 

The
 

multi-drug
 

resistance
 

rate
 

reached
 

40. 41% ,
 

and
 

Salmonella
 

typhimurium
 

and
 

Salmonella
 

london
 

were
 

highly
 

resistant
 

to
 

multiple
 

drugs.
 

Conclusion　 From
 

2015
 

to
 

2020,
 

the
 

predominant
 

Salmonella
 

serotypes
 

of
 

diarrheal
 

patients
 

in
 

Anhui
 

Province
 

were
 

Salmonella
 

enteritidis,
 

Salmonella
 

typhimurium,
 

Salmonella
 

agona,
 

Salmonella
 

thompson
 

and
 

Salmonella
 

london.
 

Drug
 

resistance
 

was
 

serious,
  

and
 

most
 

resistance
 

rat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from
 

2015
 

to
 

2020.
 

The
 

multiple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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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was
 

a
 

seriou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monitor
 

the
 

resistance
 

of
 

Salmonella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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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门菌( Salmonella) 是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之

一,可直接或间接污染食品及水源,人经口感染可

导致肠道传染病及食物中毒。 美国 FoodNet 显示

2019 年沙门菌发病率为 7. 1 / 10 万人,总发病率居

常见食源性致病菌感染的第二位,而住院及死亡率

居常见食源性致病菌第一位 [ 1] 。 在中国,每年食源

性腹泻疾病中约 75%(约 3
 

000 万例)是由沙门菌感

染引起的 [ 2] 。 沙门菌迄今已发现 2
 

600 种以上血清

型 [ 3] ,最常见血清型是鼠伤寒沙门菌 ( Salmonella
  

typhimurium) 、肠炎沙门菌( Salmonella
  

enteritidis) 和

都柏林沙门菌(Salmonella
  

dublin) [ 4] 。 近年来,我国

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肠炎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等

引起食物中毒报道 [ 5-7] 。
腹泻致病菌抗生素耐药性日趋严重,已成为公

共卫生问题,大多数临床来源的沙门菌菌株均对一

线抗生素具有耐药性 [ 8] 。 因此进一步加强沙门菌

的耐药性监测和控制尤为重要。 为了解安徽省近

年来沙门菌的优势血清型及耐药性,本研究对安徽

省 2015—2020 年食源性腹泻病人分离的沙门菌进

行血清学鉴定和临床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分析,为
本省沙门菌引起腹泻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菌株

菌株来自 2015—2020 年安徽省 16 个地市食源

性疾病主动监测腹泻病例粪便标本,共 980 株。
1. 1. 2　 试剂

沙门菌诊断血清购自宁波天润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和丹麦 SSI,诱导血清购自丹麦 SSI;革兰氏阴

性菌药敏板购自上海星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 2　 方法

1. 2. 1　 血清型鉴定

鉴定方法采用玻片凝集法和软琼脂诱导法。
血清凝集结果依据 Kauffman-White 表判定血清型。
1. 2. 2　 药物敏感性实验

2015—2020 年分别参照临床与实验室标准化

协 会 (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文件 M100-S24 ~ S27 和 M45-A3、M100-S29 以

及 欧 盟 药 敏 试 验 标 准 ( European
 

Committee
 

o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EUCAST ) 推荐的

药物敏感性实验抗生素选择原则,参考国内外常用

抗生素种类,选择氨苄西林( Ampicillin,AMP ) 、氨苄

西林 / 舒巴坦 ( Ampicillin / Sulbactam, AMS) 、头孢唑

啉( Cefazolin,CFZ) 、头孢噻肟( Cefotaxime,CTX) 、头
孢西 丁 ( Cefoxitin, CFX ) 、 头 孢 他 啶 ( Ceftazidime,
CAZ) 、 亚 胺 培 南 ( Imipenem, IPM ) 、 庆 大 霉 素

( Gentamicin,GEN) 、阿奇霉素( Azithromycin,AZM) 、
四环素 ( Tetracycline, TET ) 、 萘啶酸 ( Nalidixicacid,
NAL ) 、 环 丙 沙 星 ( Ciprofloxacin, CIP ) 、 氯 霉 素

( Chloramphenicol, CHL ) 、 甲 氧 苄 啶 / 磺 胺 甲 噁 唑

( Trimethoprim / Sulfamethoxazole, SXT ) 14 种抗生素

进行药物敏感性实验。 实验方法为微量肉汤稀释

法 [ 9] 。 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 ATCC
 

25922。 实验

步骤按照药敏板说明书进行。
1. 2.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7. 0 进行分析。 采用
χ2 检验和 Cochran-Armitage 分别进行率的比较及

趋势检验,当计数资料频数<5 时,进行 Fisher 精确

检验,检验水准 α = 0. 05。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 1　 血清型分布情况

2015—2020 年, 980 株沙门菌共有 82 种血清

型,见表 1,优势血清型主要为肠炎沙门菌 31. 43%
(308 / 980) 、鼠伤寒沙门菌 26. 22% (257 / 980) 、阿贡

纳沙门菌 7. 35% ( 72 / 980) 、汤卜逊沙门菌 6. 63%
(65 / 980) 、伦敦沙门菌 3. 37% ( 33 / 980) 。 不同年份

间,比率具有统计学差异的为肠炎沙门菌、鼠伤寒

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汤卜逊沙门菌( χ2 = 12. 286、
19. 264、109. 313、80. 119,Ρ 均<0. 05) 。

将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按地理位置划分为皖北、
皖中、皖南三大区域 [ 10] ,优势血清型在各区域分布

情况见图 1。 肠炎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阿贡纳沙

门菌、汤卜逊沙门菌在皖北、皖中、皖南的分布均有

统计学差异(Ρ 均<0. 05) 。
2. 2　 2015—2020 年安徽省沙门菌整体耐药情况

980 株沙门菌在 14 种抗生素中,对 AMP 耐药

率最高,为 62. 35%,其次为 NAL、TET、AMS,耐药率

分别为 47. 96%、47. 86%、43. 16%。 对 CFX 和 CAZ
耐药率较低,分别为 6. 84%和 7. 24%。 对 CIP 耐药

率为 13. 47%,但中介率达到 47. 04%,CIP 敏感性降

低较 为 严 重。 出 现 IPM 耐 药 菌 4 株 ( 耐 药 率

0. 41%) 、中介菌株 12 株(中介率 1. 22%) 。 药敏结

果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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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2020 年安徽省沙门菌血清型分布

Table
 

1　 Proportion
 

of
 

Salmonella
 

serotypes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血清型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总计

肠炎沙门菌 32 42 34 62 79 59 308
鼠伤寒沙门菌 25 32 58 44 46 52 257
阿贡纳沙门菌 12 36 20 2 1 1 72
汤卜逊沙门菌 4 1 2 2 45 11 65
伦敦沙门菌 1 1 8 7 13 3 33
罗森沙门菌 0 2 2 2 7 4 17
乌盖利沙门菌 0 0 2 0 14 0 16
德尔卑沙门菌 1 2 1 5 0 3 12
纽波特沙门菌 0 2 1 4 1 3 11
黄金海岸沙门菌 0 0 2 3 1 4 10
肯塔基沙门菌 0 3 0 3 4 0 10
维尔肖沙门菌 0 1 7 0 2 0 10
婴儿沙门菌 3 1 1 3 0 1 9
病牛沙门菌 3 2 1 1 0 1 8
科瓦利斯沙门菌 0 1 0 4 1 2 8
蒙得维的亚沙门菌 1 0 1 0 2 2 6
布利丹沙门菌 0 4 1 0 0 0 5
姆班达卡沙门菌 1 0 1 1 0 2 5
斯坦利沙门菌 1 0 1 1 1 1 5
印第安纳沙门菌 1 2 0 2 0 0 5
其他 6 19 15 20 26 22 108

总计 91 151 158 166 243 171 980

注:其他共包括 62 种血清型,每种血清型菌株数<5 株,不予统计

注:∗∗
 

.
 

P<0. 01;∗∗∗
 

.
 

P<0. 001

图 1　 优势血清型沙门菌在安徽省各区域分布情况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dominant
 

serotype
 

salmonella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Anhui
 

Province

2. 3　 不同时间和地域的耐药性变迁情况

2015—2020 年沙门菌对各抗生素的耐药率变

迁情况见图 2。 对 AMP 的耐药率一直维持在较高

水平,均在 50% 以上;对 CAZ、CFX、AZM、CIP、IPM
耐药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均在 15% 以下。 经

Cochran-Armitage 趋 势 检 验 发 现, 对 AMP、 AMS、
NAL、CFX、AZM 耐药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Ζ = 5. 421、 21. 621、 5. 594、 6. 509、
10. 411, P 均 < 0. 05 ) 。 对 AMS, 2015 年 耐 药 率

6. 60%,中介率 42. 86%;而 2016 年耐药率 47. 02%,
中介率 7. 95%,主要原因为 2015 年来自皖南地区的

28 株菌株为中介耐药, 比例较大, 占据中介菌株

71. 80%。 对 CIP 的中介敏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Ζ = 32. 814,P<0. 001) 。 对 IPM 自 2019 年开始有

耐药菌株出现。

注:AMP:氨苄西林;AMS:氨苄西林 / 舒巴坦;TET:四环素;CHL:氯

霉素;CFZ:头孢唑啉;CIP:环丙沙星;SXT: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

CAZ:头孢他啶;IPM:亚胺培南;NAL:萘啶酸;CFX:头孢西丁;

CTX:头孢噻肟;GEN:庆大霉素;AZM:阿奇霉素

图 2　 2015—2020 年沙门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率

变迁情况

Figure
 

2　 Change
 

of
 

resistance
 

rate
 

of
 

Salmonella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皖北、皖中、皖南三区域对 14 种抗生素的耐药

率见图 3。
分离自皖北地区的沙门菌对 AMP、 AMS、 NAL

的耐药率较高,均在 60% 以上;分离自皖中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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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15—2020 年安徽省 980 株沙门菌耐药情况

Table
 

2　 Drug
 

resistance
 

of
 

980
 

strains
 

of
 

Salmonella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0

抗生素
中介 耐药 敏感

菌株数 百分率 / % 菌株数 百分率 / % 菌株数 百分率 / %
氨苄西林( AMP) 5 0. 51 611 62. 35 364 37. 14

头孢他啶( CAZ) 25 2. 55 71 7. 24 884 90. 20

氨苄西林 / 舒巴坦( AMS) 171 17. 45 423 43. 16 386 39. 39

亚胺培南( IPM) 12 1. 22 4 0. 41 964 98. 37

四环素( TET) 18 1. 84 469 47. 86 493 50. 31

萘啶酸( NAL) 14 1. 43 470 47. 96 496 50. 61

头孢西丁( CFX) 18 1. 84 67 6. 84 895 91. 33

氯霉素( CHL) 15 1. 53 268 27. 35 697 71. 12

头孢噻肟( CTX) 8 0. 82 136 13. 88 836 85. 31

头孢唑啉( CFZ) 206 21. 02 301 30. 71 473 48. 27

庆大霉素( GEN) 17 1. 73 102 10. 41 861 87. 86

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 SXT) 0 0. 00 247 25. 20 733 74. 80

阿奇霉素( AZM) 0 0. 00 91 9. 29 909 92. 76

环丙沙星( CIP) 461 47. 04 132 13. 47 387 39. 49

注:AMP:氨苄西林;AMS:氨苄西林 / 舒巴坦;TET:四环素;

CHL:氯霉素;CFZ:头孢唑啉;CIP:环丙沙星;SXT: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唑;CAZ:头孢他啶;IPM:亚胺培南;NAL:萘啶酸;

CFX:头孢西丁;CTX:头孢噻肟;GEN:庆大霉素;AZM:阿奇霉素;
∗∗.

 

P<0. 01;∗∗∗.
 

P<0. 001

图 3　 安徽省来自不同区域的沙门菌对 14 种抗生素的

耐药率情况

Figure
 

3　 Resistance
 

rate
 

of
 

Salmonella
 

from
 

different
 

regions
 

to
 

14
 

antibiotics
 

in
 

Anhui
 

Province

沙门菌对 AMP、TET 的耐药率较高,均在 60%以上;
而分离自皖南地区的沙门菌对 14 种抗生素的耐药

率均低于 50%。 另外,皖北、皖中、皖南三区域对

AMP、CAZ、 AMS、 TET、 NAL、 CFX、 CHL、 CTX、 CFZ、
GEN、SXT、 AZM、 CIP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73. 004、 10. 437、 66. 798、 66. 024、 25. 955、 18. 492、
49. 562、 28. 618、 16. 900、 31. 970、 16. 673、 32. 675、
57. 098, Ρ 均 < 0. 05 ) 。 对 AMP、 CAZ、 AMS、 NAL、
CFX、CHL、 CTX、 CFZ、 GEN、 AZM、 CIP,皖北地区耐

药率高于皖中和皖南地区 ( Ρ 均 < 0. 05) ,对 TET、
SXT,皖中地区耐药率高于皖北和皖南地区(Ρ 均 <
0. 05) 。

2. 4　 不同血清型沙门菌耐药性情况

选取 2015—2020 年优势血清型肠炎沙门菌、鼠
伤寒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汤卜逊沙门菌、伦敦沙

门菌、罗森沙门菌、乌盖利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
纽波特沙门菌(菌株数 > 10 株) ,比较其耐药情况,
见图 4。 结果显示,阿贡纳沙门菌、纽波特沙门菌、
乌盖利沙门菌对 14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均在 20%及

以下。 肠炎沙门菌对 NAL、伦敦沙门菌对 TET、鼠伤

寒沙门菌对 AMP 和 TET 的耐药率均在 80% 以上。
阿贡纳沙门菌、肠炎沙门菌、伦敦沙门菌、鼠伤寒沙

门菌、汤卜逊沙门菌 5 种血清型对 AMP、CAZ、AMS、
TET、NAL、 CFX、 CHL、 CTX、 CFZ、 GEN、 SXT、 AZM、
CIP 耐 药 性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2 = 166. 301、
21. 187、 48. 375、 264. 506、 403. 349、 33. 425、
194. 283、 24. 621、 11. 264、 120. 701、 110. 088、
110. 366、40. 150,Ρ 均<0. 05) 。

注:AMP:氨苄西林;AMS:氨苄西林 / 舒巴坦;TET:四环素;CHL:

氯霉素;CFZ:头孢唑啉;CIP:环丙沙星;SXT:甲氧苄啶 / 磺胺甲噁

唑;CAZ:头孢他啶;IPM:亚胺培南;NAL:萘啶酸;CFX:头孢西丁;

CTX:头孢噻肟;GEN:庆大霉素;AZM:阿奇霉素

图 4　 不同血清型沙门菌对各抗生素的耐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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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血清型与多重耐药情况

980 株沙门菌中,76. 22% ( 747 / 980) 的菌株至

少对一种抗生素耐药,其中优势耐药谱依次为萘啶

酸( NAL) 、氨苄西林-氨苄西林 / 舒巴坦-萘啶酸-头
孢唑 啉 ( AMP-AMS-NAL-CFZ ) 、 氨 苄 西 林-氨 苄 西

林 / 舒巴坦-萘啶酸 ( AMP-AMS-NAL) ,分别占耐药

菌株的 9. 64% ( 72 / 747) 、 8. 17% ( 61 / 747 ) 、 6. 56%
(49 / 747) 。 本研究中出现多重耐药(即耐抗生素种

类≥3) 菌株 396 株,占菌株总数的 40. 41% ( 396 /
980) 。 多重耐药沙门菌共有 43 个血清型,主要为鼠

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菌和伦敦沙门菌,占多重耐

药菌 总 数 的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41. 16% ( 163 / 396 ) 、
23. 99%(95 / 396) 、6. 57%(26 / 396) 。

980 株沙门菌中,优势血清型沙门菌的多重耐

药率分别为:肠炎沙门菌 30. 84% ( 95 / 308) 、鼠伤寒

沙门菌 63. 42% ( 163 / 257) 、阿贡纳沙门菌 19. 44%
(14 / 72) 、汤卜逊沙门菌 32. 31%( 21 / 65) 、伦敦沙门

菌 78. 79%( 26 / 33) 。 多重耐药率在 5 种血清型中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98. 616,P < 0. 001 ) 。
伦敦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多重耐药率远高于肠炎

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和汤卜逊沙门菌。

3　 讨论

2015—2020 年安徽省食源性腹泻病人粪便中

分离的沙门菌优势血清型与辽宁省 [ 11] (优势血清型

为肠炎沙门菌,其次为鼠伤寒沙门菌)一致,而与浙

江省 [ 12] 、江西省 [ 13] 等地( 鼠伤寒沙门菌排第一位)
略有差别。 而本省另外三种血清型阿贡纳沙门菌、
汤卜逊沙门菌、伦敦沙门菌均为较常见的食源性致

病菌 [ 14-15] 。 与贵州省 [ 16] 不同,安徽省腹泻病人中分

离的阿贡纳沙门菌和汤卜逊沙门菌明显多于伦敦

沙门菌,尤其是汤卜逊沙门菌近两年菌株数量明显

增加,需要进一步加强该两种血清型沙门菌的监

测,并进一步做基因分型研究。
安徽 省 980 株 沙 门 菌 对 一 线 抗 生 素 AMP、

NAL、TET、AMS 耐药较严重。 对头孢类抗生素 CFZ
(30. 71%)的耐药率明显高于 CTX ( 13. 88%) 、CAZ
(7. 24%)和 CFX(6. 84%) ,可能与临床习惯性用药

有关。 耐 药 结 果 与 浙 江 省 [ 12] 报 道 相 近, 而 福 建

省 [ 17] 报道的沙门菌对 AMP 和 TET 的耐药率明显高

于我省。
目前,氟喹诺酮类和第三代头孢类药物是临床治

疗沙门菌感染的一线药物[ 18] ,安徽省 2015—2020 年

沙门菌对 CFX 耐药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对 CIP 的

敏感度呈下降趋势,耐药水平与贵州省相近[ 19] 。 另

外对 AMP、AMS、AZM 耐药率也呈上升趋势,自 2019

年开始有 IPM 耐药菌株出现,说明沙门菌的耐药性

加快和提高形势较为严重,应加强相关监测研究。
安徽省尚无沙门菌耐药性区域分布相关报道。

本研究发现皖北、皖中、皖南三区域沙门菌对 13 种

抗生素 耐 药 性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对 AMP、
CAZ、AMS、 NAL、 CFX、 CHL、 CTX、 CFZ、 GEN、 AZM、
CIP,皖北地区耐药率高于皖中和皖南地区,对 TET、
SXT,皖中地区耐药率高于皖北和皖南地区,说明安

徽省腹泻病人分离沙门菌的耐药性呈现区域特点。
安徽省地理环境、卫生条件及饮食习惯南北差异较

大,菌株耐药区域性特点可能与菌株的流行病学特

征和临床用药情况有关。 安徽省不同血清型沙门

菌的耐药性有所区别。 阿贡纳沙门菌耐药率低于

杨杰等 [ 20] 的报道。 肠炎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伦
敦沙门菌耐药情况严重。 安徽省 2015—2020 年沙

门菌的多重耐药率低于浙江省 [ 12] 、江西省 [ 13] 等地,
远高于印度 [ 21] 。 鼠伤寒沙门菌和伦敦沙门菌的多

重耐药情况较严重。
研究结果提示,2015—2020 年安徽省腹泻病人

沙门菌血清型主要为肠炎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
阿贡纳沙门菌、汤卜逊沙门菌和伦敦沙门菌,菌株

耐药情况较严重,且对多数抗生素耐药率呈上升趋

势,多重耐药水平较高,需密切关注并持续对本地

区沙门菌的耐药情况进行监测,为临床用药及多重

耐药防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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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屠宰整鸡中产 CTX-M-123 型超广谱 β-内酰胺酶印第安纳沙门菌的

检出———禽类养殖和食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微生物实验室团队发表文章:屠宰整鸡中产 CTX-M-123 型超广谱 β-内酰

胺酶印第安纳沙门菌的检出———禽类养殖和食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 Occurrence
 

of
 

CTX-M-123-producing
 

Salmonella
 

Indianain
 

chicken
 

carcasses: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poultry
 

industry
 

and
 

food
 

safety),于 2019 年刊登

在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 期刊。 第一作者:王伟(Wang
 

Wei)。 该稿件阐述了我国屠宰整鸡中

产 CTX-M-123 型超广谱 β-内酰胺酶( 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ESBL)沙门菌的耐药性与基因组特

征。 屠宰整鸡沙门菌分离株中 blaCTX-M-123 基因检出率为 10. 99% (39 / 355),均为 ST17 型印第安纳沙门

菌。 其中 16 株菌携带可接合质粒,能够将耐药质粒传递给实验菌株(大肠埃希菌 J53)。 全基因组分析发

现,39 株印第安纳沙门菌携带产 CTX-M-123 型和 OXA 型 ESBL 基因。 有 36 株印第安纳沙门菌耐药基因谱

相同,携带 blaCTX-M-123 基因的基因组重叠群( contigs)序列相似性高达 99%。 本研究首次从我国屠宰整鸡

中检出产 CTX-M-123 型 ESBL 的印第安纳沙门菌,多重耐药现象严重,实验条件下可将耐药性传递给其他菌

株,耐药表型和基因型显示菌株可能在屠宰环境中长期持留,给肉鸡养殖和食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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