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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技术与方法
环介导等温扩增方法在食品中沙门菌检测的应用和评价

张蕾’!)!张海予)!魏海燕’!张西萌’!程晋霞’!)!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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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将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方法应用于食品中沙门菌的检验!并在检测方法特异性%灵敏度等方面与

实时荧光 ZL0和传统检测方法进行比较$ 方法&针对沙门菌属高度保守的 7*:B基因设计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引

物并优化反应体系!在特异性%灵敏度和实际样品检测等方面与实时荧光 ZL0及传统检测方法比对$ 结果&本研

究建立的 H3\Z方法检测沙门菌 ^+ 株和非目标菌 +’ 株!具有良好的特异性$ 在纯培养%无需增菌情况下!其检测

灵敏度为 ,1# i’() VN;‘SF!与实时荧光 ZL0方法相当$ 食品基质添加试验中!环介导等温扩增方法检测低限为
) VN;‘)% G样品&对 #% 份实际食品样品检测结果表明!该方法实际样品检出率为 ’’1’-!与实时荧光 ZL0及传统

方法检测结果一致$ 结论&本研究建立的沙门菌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方法具有良好的特异性!检测灵敏度与实时

荧光 ZL0相当!适用于沙门菌的快速筛选$

关键词!沙门菌& 7*:B基因& 环介导等温扩增& 实时荧光 ZL0& 食源性致病菌

中图分类号!0’%%1%#*O)(.1#&&文献标识码!3&&文章编号!’((#4$#%,$)(’+%(,4(%)(4(%

9331,$(%,&)()5#7(16(%,&)&"1&&3F8#5,(%#5,*&%4#’8(1(831,",$(%,&)8#%4&5
"&’5#%$#%,)+ &"!"#$%&’##" *33P,)"&&5

?B367HM<" ?B367BC<4P;" 58IBC<4PCE" ?B367K<4SMSG" LB867a<4X<C" ?867a<EG
$!M<T<EG8E"9P48X<"IEQWMV"<@E CE/ 2;C9CE"<EM!;9MC;" !M<T<EG’((()," L:<EC%

9:*%’($%& ;:<#$%,7#&*:MF@@W4SM/<C"M/ <Q@":M9SCFCSWF<N<VC"<@E $H3\Z% /M"MV"<@E SM":@/ [CQCWWF<M/ "@/M"MV"

0+-:(1%--+ QWWY<E N@@/Y*:MQWMV<N<V<"PCE/ QMEQ<"<U<"P@N":<QSM":@/ [M9MV@SWC9M/ [<": 9MCF4"<SMZL0CE/ V@EUME"<@ECF

/M"MV"<@E SM":@/Y=#%4&5*&*:M7*:BGMEM@N0+-:(1%--+ QWWY[CQ;QM/ "@/MQ<GE H3\ZW9<SM9Q" CE/ ":ME @W"<S<kM/

H3\Z9MCV"<@E QPQ"MSYH3\ZSM":@/ [CQV@SWC9M/ [<": 9MCF4"<SMZL0CE/ V@EUME"<@ECF/M"MV"<@E SM":@/Q<E Q@SM

CQWMV"Q" Q;V: CQQWMV<N<V<"P" QMEQ<"<U<"PCE/ W9CV"<VCFN@@/ QCSWFMQ/M"MV"<@EY>#*61%*&*:MQWMV<N<V<"P@NH3\Z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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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0+-:(1%--+ QWWY%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
患病致病菌"在自然界中分布极为广泛"主要经消
化道感染"引起伤寒*副伤寒和急性胃肠炎等特征
性临床症状 ’’( ) 人类经食用被沙门菌$常见的沙门
菌有鼠伤寒沙门菌*猪霍乱沙门菌*肠炎沙门菌等%
污染的食物而感染发病"严重威胁着食品安全和人

们的身体健康 ’) j+( ) 引起沙门菌中毒的食品中"约
^(-是蛋*肉*奶等畜产品 ’#( ) 因此"建立一种快
速*有效的沙门菌检测方法是减少人类沙门菌食物
中毒*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措施) 目前"
沙门菌的检测方法主要是传统的细菌分离鉴定方
法"检测一般需要 # c% / 的时间"ZL0和 9MCF4"<SM
ZL0$0*4ZL0% ’% ĵ (方法虽然敏感*快速"但存在仪
器设备昂贵*电泳过程繁琐等缺点"使其难以在基
层普及和推广) 环介导等温扩增 $F@@W SM/<C"M/
<Q@":M9SCFCSWF<VC"<@E"H3\Z%是一种新颖的核酸扩
增技术"具有简单*特异*快速*灵敏等优点"适合在
基层实验室应用与开展) H3\Z技术的关键是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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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选择"目前利用 H3\Z技术检测沙门菌的报
道中"多以沙门菌侵袭蛋白 *186基因作为靶基因"
而在沙门菌属中利齐菲尔沙门菌 $ 09-*2&37*%-C%和
山夫登堡沙门菌$ 09"%172%1D%’,%不含有该基因 ’’(( "
因此选择 *186基因为靶基因势必会造成这 ) 种沙
门菌的漏检) 此外"*186基因广泛存在于肠杆菌
科细菌中"以此作为检测靶基因"也可造成检测假
阳性) 研究表明"7*:B基因是沙门菌属独有的基
因且高度保守"是理想的检测靶基因 ’’’ j’)( ) 本研
究选择沙门菌 7*:B基因设计沙门菌 H3\Z检测引

物"通过荧光信号判断 H3\Z反应的技术和设备"
建立沙门菌 H3\Z检测方法"并与 0*4ZL0方法及
传统检测方法比对"旨在建立切实可行*简单高效
的沙门菌检测技术)

’&材料与方法
’1’&材料
’1’1’&菌种

本试验所用菌株信息见表 ’)

表 ’&试验菌株及编号
*CJFM’&*MQ"Q"9C<EQCE/ Q"9C<E E;SJM9

序号 菌株 菌株编号 序号 菌株 菌株编号 序号 菌株 菌株编号

’ 肠炎沙门菌 L\LL%((#’ ’+ 河流弧菌 3*LL’1’,’’ )% 痢疾志贺菌 L\LL%’)%)

)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L\LL%(((’ ’# 拟态弧菌 3*LL’1’^,^ ), 阪崎肠杆菌 3*LL)^%##

+ 鼠伤寒沙门菌 L\LL%(’’% ’% 溶藻弧菌 3*LL’1’,(. ). 枸橼酸杆菌 L\LL#$(’.

#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3*LL’%+’+ ’, 溶藻弧菌 3*LL’$++ )$ 丙型溶血性链球菌 L\LL+))(,

% 格氏李斯特菌 3*LL.((%#% ’. 费尼斯弧菌 3*LL’1’,’) )^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L\LL+))’(

, 西尔李斯特菌 3*LL+%^,. ’$ 解蛋白弧菌 3*LL’1’$), +(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L\LL%))’)

. 英诺克李斯特菌 3*LL++(^( ’^ 肺炎克雷伯菌 L7\LL’1’.+, +’ 大肠杆菌 3*LL)%^))

$ 默氏李斯特菌 3*LL)%#( )( 阴沟肠杆菌 L7\LL’1%. +) 金黄色葡萄球菌 3*LL)%^)+

^ 伊氏李希特菌 3*LL’^’’^ )’ 腊样芽孢杆菌 3*LL’’..$ ++ 铜绿假单胞菌 3*LL’%##)

’( 威氏李斯特菌 3*LL+%$^. )) 表皮葡萄球菌 3*LL’)))$ +# 粪肠球菌 L7\LL’1)’+%

’’ 副溶血性弧菌 3*LL’.$() )+ 马红球菌 3*LL,^+, +% 沙门菌 分离株 ^( 株

’) 创伤弧菌 3*LL’.%$ )# 福氏志贺菌 L\LL%’%.’

’1’1)&主要仪器与试剂
H3\Z扩增仪 $2I3786%*实时荧光定量 ZL0

仪$.^(("H<NM%*恒温加热块*微量移液器 $’(*’((*
)((*’ ((( !F"8WWME/@9N%*恒温培养箱)

甜菜碱 $% S@F‘H%* /6*Z$ ’( SS@F‘H"上海生
工%*\GO]#$%( SS@F‘H%*!Q"b63聚合酶$$ >‘!F"
68!%*’( i*:M9S@Z@F缓冲液$’ i*:M9S@Z@F缓冲液
含 (1’- *9<"@EK4’((* ’( SS@F‘H $ 6B# % ) O]#*
’( SS@F‘HnLF*)( SS@F‘H*9<Q4BLF"68!%*钙黄绿
素荧光染料$广州迪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D\CE
7MEM8XW9MQQ<@E \CQ"M9\<X$稀释倍数 ) i"H<NM%*缓
冲蛋白胨水培养基$!;NNM9M/ ZMW"@EM5C"M9"!Z5"北
京陆桥有限责任公司 %*碱性蛋白胨水培养基
$3FRCF<EMZMW"@EM5C"M9"3Z5"北京陆桥有限责任
公司%*脑心浸液琼脂培养基 $!9C<E4BMC9"IEN;Q<@E
3GC9"!BI"北京陆桥有限责任公司 %*0gO 肉汤
$0CWWCW@9"4gCQQ<F<C/<QO@PC!9@":"北京陆桥有限责
任公 司 %* \n**E 肉 汤 基 础 及 添 加 剂 $ \;FFM94
RC;NNSCE *M"9C":<@EC"M6@U@J<@V<E !9@": !CQM"北京陆
桥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KHb 琼 脂 $ KPF@QMHPQ<EM
bM@XPV:@FC"M3GC9" !b%* 煌 绿 磺 胺 嘧 啶 琼 脂
$!9<FF<CE"79MME O;FNC/<Ck<EM3GC9"!73"北京陆桥有

限责任公司%"引物由上海生工合成)
’1)&方法
’1)1’&细菌 b63的提取

热裂解法提取b63&取 ’ SF增菌液"’( ((( 9‘S<E
离心 ) S<E"用 %( !F无菌水重悬"沸水裂解’( S<E"
冰浴 % S<E"’( ((( 9‘S<E 离心 ) S<E"取%( !F上清液
作为 b63模板" j)( e保存备用)
’1)1)&平板菌落计数

参照 7! #.$^1)!)(’( ’’+( "将沙门菌 L\LL
%((#’ 接种到 !Z5 培养基"+, e过夜培养"制备
’( 倍系列稀释菌悬液"吸取 ’ SF菌悬液于无菌平皿
内"每个稀释度做两个平行"用冷却至 #, e的平板
计数 !BI琼脂培养基倾注平皿"+, e培养$)# d)%:"
进行计数)
’1)1+&H3\Z方法

H3\Z引物&靶基因选择沙门菌 7*:B基因
$6L!I收 录 号 \̂ (,.. %) 应 用 引 物 设 计 软 件
Z9<SM98XWF@9M9#1( 设计的引物序列包括&外侧上游
引物 A+ $%+47L*77*3*L373*3333LL*L4++%*
外侧下游引物 !+$%+47LL**7L7L*3337***L4++%*
内 侧 上 游 引 物 AIZ$ % +4377LL373****7*L
7*L7LL7L*3*33L3L37***3*LL74+ +%*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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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引 物 !IZ$ % +43L7L7337LL **7**3*L37
3*L33LL37*L37*3L774++%*环状上游引物 HA
$%+4773L3333333L7LLL37LL4++%*环状下游
引物 H!$%+4LL*LL333LL*L7L**3*L774++%)

)% !F反应体系包括 ’( i*:M9S@Z@F缓冲液
’)1% !F"A+*!+ 各 (1) !S@F‘H"AIZ*!IZ各 ’1$ !S@F‘H"
HA*H!各 (1$ !S@F‘H" /6*ZQ’1, SS@F‘H"\GO]#
,1( SS@F‘H"甜菜碱 ’ S@F‘H"!Q"b63聚合酶 ’ !F"
b63模板 + !F"其余体系用无菌水补足)

H3\Z反应条件&,% e培养 ,( S<E"反应结束后
通过荧光信号图判定反应结果)
’1)1#&0*4ZL0方法

0*4ZL0引物&选择 7*:B基因为靶基因"应用引
物设计软件 Z9<SM98XW9MQQ+1( 设计引物序列) 上游
引物 OCF4A$%+4333LL*L7L**3*L773337L4++%*
下游引物 OCF40$ % +4LL**7L7L*3 337***L33*
L34++% 和探针 OCF4*$ % +4A3\4**37LL7*3L*73
L*77**4*3\034++%)

)% !F反 应 体 系 中 包 括 ) i*CD\CE 7MEM
8XW9MQQ<@E \CQ"M9\<X’)1% !F" OCF4A* OCF40* OCF4*各
(1# !S@F‘H"b63模板 + !F"蒸馏水 ,1% !F) 反应程序
为&̂ % e ’( S<E"̂ % e ’% Q",( e ’ S<E"#( 个循环)
’1)1%&H3\Z检测灵敏度

按照 ’1)1) 方法制备 L\LL%((#’ 的菌悬液并平
板计数) 取 ’ SF各梯度稀释液进行 H3\Z及 0*4ZL0
检测#同时各稀释度菌悬液取 ’ 环划线 KHb琼脂培养
基"参照 IO],%.^!)(()’’#(方法) 在灵敏度比对试验
过程中同时进行杂菌干扰试验"选择两种非目标菌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3*LL’%+’+*大肠杆菌 3*LL
)%^))"两个干扰浓度分别为 ’(#和 ’(, VN;‘SF)
’1)1,&食品基质添加试验

添加基质为经传统方法验证无沙门菌的 % 种食
品$包括牛肉*鸡肉*鱼肉*牛奶和麦片"均购于京客
隆超市甜水园店%基质) 试验过程结合 IO],%.^!
)(() 方法如下& $ ’ %按照 ’1)1) 方法制备 L\LL
%((#’ 梯度稀释菌悬液并平板计数#$)%前增菌&称
取 )% G食品样品加入 ))% SF!Z5中"胃蠕动器混
匀 +( Q"如此制备多份样品匀浆液"每份匀浆液添加
’ SF经梯度稀释的目标菌悬液"另设不添加菌悬液
的匀浆液为阴性对照"+, e培养$’$ d)% :#取 ’ SF
前增菌液提取 b63进行 H3\Z和 0*4ZL0检测#
$+%选择性增菌&取前增菌液 (1’ SF分别接种于
’( SF0gO 肉汤和 \n**E 肉汤中"0gO 肉汤置于
#’1% e培养$)# d+%:"\n**E 肉汤置于 +, e培养
$)# d+%:#取 ’ 环增菌液分别划线 KHb琼脂平板和
!73琼脂平板"参照 IO],%.^!)(() 方法)

)&结果与分析
)1’&H3\Z检测特异性

采用 ^+ 株沙门菌"包括本实验室分离株^( 株*
肠炎沙门菌 L\LL%((#’*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L\LL
%(((’*鼠伤寒沙门氏菌 L\LL%(’’%"以及 +’ 株非
目标菌株"对于 H3\Z和 0*4ZL0引物特异性进行
了测试"结果见表 )) 特异性验证结果表明"所设计
的 H3\Z引物具有良好的特异性"与非目标菌不存
在交叉反应)

表 )&H3\Z与 0*4ZL0检测特异性
*CJFM)&*:M/M"MV"<@E QWMV<N<V<"<MQ@NH3\ZCE/ 0*4ZL0

菌株名称 H3\Z 0*4ZL0

肠炎沙门菌 L\LL%((#’ l l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L\LL%(((’ l l

鼠伤寒沙门菌 L\LL%(’’% l l

^( 株沙门菌分离株 l l

+’ 株非沙门菌标准菌株 j j

注& l表示反应阳性# j表示反应阴性

)1)&H3\Z检测灵敏度
将参比菌株 L\LL%((#’ 过夜培养物进行梯度

稀释"从 ,1# i’(, VN;‘SF菌体浓度水平进行 H3\Z
方法检测灵敏度的测试"结果如图 ’ 所示) 该方法
可检测到 ,1# i’() VN;‘SF菌悬液"与 0*4ZL0检测
灵敏度$图 )%一致) 同时采用 IO],%.^!)(() 方法
进行检测"该方法的检测灵敏度为 ,1# i’(# VN;‘SF)
因此"H3\Z检测灵敏度与 0*4ZL0检测水平相当"
比传统检测方法高 ’(( 倍) 此外"在杂菌存在的情
况下"H3\Z及 0*4ZL0两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未
受影响"而传统方法中"KHb琼脂培养基有非特征
菌落生长"影响检测结果的判断) 因此"H3\Z及
0*4ZL0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更强的抗杂菌干
扰能力)
)1+&食品基质添加试验

由食品基质添加试验结果$表 +%可知"H3\Z*
0*4ZL0和 IO],%.^!)(() 三种方法的检测低限均
可达 ) VN;‘)% G样品) 其中"以鱼肉为食品基质"目
标菌添加浓度为 ) VN;‘)% G样品时"H3\Z和 IO]
,%.^!)(() 方法的检测结果为阳性"而 0*4ZL0的
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能是由于样品增菌液中存在
ZL0抑制剂"从而影响了 0*4ZL0的检测结果) 总
体看来"H3\Z与 IO],%.^!)(() 检测结果一致)
)1#&实际食品样品的检测

购买不同种类的食品按照 H3\Z*0*4ZL0和
IO],%.^!)(() 三种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表
# 所示) % 类食品样品"共 #% 批"三种检测方法同样
检出 % 份阳性样品"检出率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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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3\Z检测灵敏度
A<G;9M’&*:MQMEQ<"<U<"P@NH3\Z

图 )&0*4ZL0检测灵敏度
A<G;9M)&*:MQMEQ<"<U<"P@N0*4ZL0

+&讨论
本研究根据沙门菌 7*:B基因设计 , 条 H3\Z引

物"优化并建立了 H3\Z反应体系和反应条件) 在反
应体系中加入含有 \ELF) 的钙黄绿素荧光染料"反
应结果可在白光下肉眼观察是否产生绿色钙锰复
合物来判断靶基因存在与否"亦可通过 H3\Z实时
荧光信号直接判定结果) 特异性验证结果表明"该
H3\Z方法检测 + 株沙门菌标准菌株及 ^( 株沙门
菌分离株均为阳性"+’ 株非目标菌均为阴性"具有
良好的特异性) 其检测灵敏度为,1# i’() VN;‘SF"
&&&&&表 +&食品基质添加试验结果

*CJFM+&*:M9MQ;F"@NJCQM4SC"M9<CFC//<"<@E "MQ"

基质名称
沙门菌初始添加浓度‘$VN;‘)% G%

) i’(’ ) 阴性对照
H3\Z 0*4ZL0 IO],%.^!)(() H3\Z 0*4ZL0 IO],%.^!)(() H3\Z 0*4ZL0 IO],%.^!)(()

牛肉 l l l l l l j j j
鸡肉 l l l l l l j j j
鱼肉 l l l l j l j j j
牛奶 l l l l l l j j j
麦片 l l l l l l j j j

注& l表示反应阳性# j表示反应阴性

表 #&实际样品检测结果

*CJFM#&*:M/M"MV"<@E 9MQ;F"@NW9CV"<VCFQCSWFMQ

食品样品类别 批数
阳性结果批数

H3\Z 0*4ZL0 IO],%.^!)(()
肉制品 % ’ ’ ’
海产制品 ’’ ( ( (
杂品 ’. ) ) )
奶制品 % ( ( (
家禽 . ) ) )
阳性样品总数 % % %
检出率‘- ’’1’ ’’1’ ’’1’

与实时荧光 ZL0方法相当"并且在杂菌存在的情况
下"其检测灵敏度未受到影响) 食品基质添加试验
中"H3\Z检测低限为 ) VN;‘)% G样品"其检测结果
不易受到样品基质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
究建立的沙门菌 H3\Z检测方法的应用性"对 #% 份
实际食品样品进行检测"其检测结果与实时荧光
ZL0及 IO] ,%.^!)(() 检测结果一致"检出率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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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 H3\Z技术的主要优点在于&动态实
时监测"能直观地反映整个 H3\Z过程的动态变化#
除加样时一次开盖外"全闭管操作"因而能有效地
防止因扩增产物污染而导致的假阳性 ’’% j’,( ) 此外"
气溶胶污染是造成 H3\Z结果出现假阳性的主要原
因"也是 H3\Z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主要原因可
能是由于 H3\Z检测技术的灵敏度较高"易受到扩
散至反应体系中的气溶胶影响) 在操作过程中注
意通风"反应完成后避免开盖并及时处理反应产
物"反应体系配制过程中注意更换移液枪头"以上
措施可有效防止假阳性的出现) 本次建立的沙门
菌 H3\Z检测方法快速*特异"无需昂贵的仪器即可
判读结果#检测时间短"整个过程从 b63提取至检
测完成只需要 ’1% : 左右"较其他方法有效地缩短
了检测时间#操作简单"检验成本低"便于批量检
测) 综上"本研究建立的沙门菌 H3\Z检测方法简
单经济"适用于现场检测"具有在我国县一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或小型医院实验室应用的良
好前景)

参考文献
’ ’ (&赵贵"张华Y畜产品中沙门氏菌的危害及检测方法概述’a(Y

贵州畜牧兽医")((#")$$+% &’))Y

’ ) (&bCEPF; n \ b" BC99<QH a" OV:CNNEM9b 5Y\@E"MVC9F@

Q<S;FC"<@EQCQQMQQ<EG":M9<QR @NQCFS@EMFF@Q<QN9@SV@EQ;SW"<@E

@NCFS@E/Q’a(YaA@@/ Z9@"")((,",^$.% &’%^#4’%^^Y

’ + (&OCG@@O n"H<""FMLH"79MME[@@/ \"M"CFY3QQMQQSME"@N":M

S<V9@J<@F@G<VCFQCNM"P@N/9<M/ QW<VMQCE/ :M9JQN9@S W9@/;V"<@E

CE/ 9M"C<FW9MS<QMQ<E ":M>E<"M/ n<EG/@S’a(YA@@/ \<V9@J<@F"

)((^"),$’% &+^4#+Y

’ # (&0<MSCEE B"B<SC":@EGR:CSO"5<FF@;G:JPb"M"CFY3Q;9UMPN@9

OCFS@EMFFCJP/9CGQ[CJJ<EGSCE;9MW<FMQ<E LCF<N@9E<CMGG

9CEV:MQ’a(Y3U<CE b<Q"’^^$"#)$’% &,.4.’Y

’ % (&]q0MGCE 8"\VLCJM8"!;9GMQQL"M"CFYbMUMF@WSME"@NC9MCF4

"<SMS;F"<WFMXZL0CQQCPN@9":M/M"MV"<@E @NS;F"<WFMOCFS@EMFFC

QM9@"PWMQ<E V:<VRME QCSWFMQ’a(Y!\L\<V9@J<@F")(($"$&’%,Y

’ , (&ZC9R B a"n<S B a"ZC9R O B"M"CFYb<9MV"CE/ D;CE"<"C"<UM

CECFPQ<Q@NOCFS@EMFFCME"M9<VCQM9@UC9*PW:<S;9<;S ;Q<EG9MCF4

"<SMZL0 N9@S C9"<N<V<CFFPV@E"CS<EC"M/ V:<VRME SMC"’ a(Ya

\<V9@J<@F!<@"MV:E@F")(($"’$$$% &’#%+4’#%$Y

’ . (&6C": 7"\C;9PCZ"7;FC"<3nY80ILZL0CE/ 03Zb JCQM/

N<EGM9W9<E"<EG@N0+-:(1%--+ =<)3*Q"9C<EQ<Q@FC"M/ @UM9CWM9<@/ @N

"[@/MVC/MQ’a(YIENMV"7MEM"8U@F")(’("’($#% &%+(4%+,Y

’ $ (&LB86a"?B367H"ZC@F<7L"M"CFY39MCF4"<SMZL0SM":@/ N@9

":M/M"MV"<@E @NOCFS@EMFFCME"M9<VCN9@S N@@/ ;Q<EGC"C9GM"

QMD;MEVM</ME"<N<M/ JPV@SWC9C"<UMGME@S<VCECFPQ<Q’a(YIE"a

A@@/ \<V9@J<@F")(’("’+.$) ‘+% &’,$4’.#Y

’ ^ (&唐梦君"周生"张小燕"等Y检测鸡蛋中沙门氏菌的 H3\Z方法的

建立及初步应用’a(Y安徽农业大学学报")(’’"+$$’%&#+4#.Y

’’((&王俊红"王艳明Y沙门氏菌的致病性和耐药性研究进展’a(Y

畜牧市场")((."$$#% &#+4##"#,Y

’’’(&=M: nO"LB86*B"HI3]L5"M"CFYZL0CSWF<N<VC"<@E @N":M

0+-:(1%--+ 2<)3*:/’*/:7*:BGMEMQMD;MEVM"@/M"MV"":M0+-:(1%--+

QWMV<MQ’a(YIE"aA@@/ \<V9@J<@F")(()".$$+%&)).4)+#Y

’’)(&徐义刚"崔丽春"杨君宏"等Y食品中沙门氏菌 b63环介导等

温扩增快速检测方法的建立 ’a(Y中国兽医科学")(’("#(

$%% &#%)4#%$Y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Y7!‘*#.$^1)!)(’( 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菌落总数测定’ O(Y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Y

’’#(&IO]YIO],%.^!)(() \<V9@J<@F@GP@NN@@/ CE/ CE<SCFNMM/<EG

Q";NNQ4B@9<k@E"CFSM":@/ N@9":M/M"MV"<@E CE/ ME;SM9C"<@E @N

0+-:(1%--+ QWWY’ O(Y)(()4(.4’%Y

’’%(&\@9<="n<"C@\"*@S<"C6"M"CFY9MCF4"<SM";9J</<SM"9P@NH3\Z

9MCV"<@E N@9D;CE"<NP<EG"MSWFC"Mb63’ a(Y!<@V:MS !<@W:PQ

\M":@/Q")((#"%^$)% &’#%4’%.Y

’’,(&6CGCS<EMn"n;k;:C9C="6@"@S<*YIQ@FC"<@E @NQ<EGFM4Q"9CE/M/

b63N9@S F@@W4SM/<C"M/ <Q@":M9SCFCSWF<VC"<@E W9@/;V"Q’a(Y

!<@V:MS!<@W:PQ0MQL@SS;E")(()")^($#% &’’^%4’’^$Y

-!"#$-

食药总局关于印发0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范$试行%1等四个文件的通知
食药监食监三%)(’+&)’%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各有关风险
监测承检机构’

为加强和规范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赋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制定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范"试行#)%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问题样品信息报告和核查处置规定"试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承检机构管理规定"试行#)和(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样品采集技术要求)!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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