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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内陆 * 省)自治区*淡水鱼养殖#销售#餐饮环节鱼#水体#水底沉积物等样品中副溶血性弧菌#

溶藻弧菌#创伤弧菌的污染状况!明确淡水鱼养殖#销售#餐饮各环节中 / 种嗜盐性弧菌的分布" 方法"在广西#河

南#湖北#山东#四川#浙江 * 个省)自治区*的内陆地市设置采样点!采集养殖场#销售场所#餐馆的鱼样及存养鱼的

对应水样" 采用传统的分离培养技术检测 / 种嗜盐性弧菌!并进行生化鉴定" 结果"养殖环节水体和淡水鱼中副

溶血性弧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0‘ )&1$*-*#&’+!‘ )!-1$-!*!溶藻弧菌检出率分别为 !’+0‘ )&1$*-*#-’0+‘

)!$1$-!*!创伤弧菌检出率分别为 !’!-‘)/1$*-*##’+/‘)$1$-!*$/ 种嗜盐性弧菌的污染率在流通环节增高!存

养水体和淡水鱼的检出率分别为副溶血性弧菌 !+’-)‘)$01!&)*#!-’0/‘)-#1$*+*!溶藻弧菌 !#’+/‘)!)1!&)*#

0’)#‘)$*1$*+*!创伤弧菌 /’!+‘)&1!&)*#/’/*‘)01$*+*$餐饮环节淡水鱼中嗜盐性弧菌的检出率与流通环节

基本一致" 结论"传统意义上海水中常见的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溶藻弧菌 / 种嗜盐性弧菌已经在内陆地区

的淡水养殖#流通和餐饮各个环节中检出!尤其是淡水养殖环境中嗜盐性弧菌的出现可能对整个食物链产生的影

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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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和溶藻弧菌为常见的
嗜盐性弧菌&广泛存在于海水环境和水产品中&人
们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可引起腹泻&伤口暴露于被污
染的水环境中可导致伤口感染和败血症等&同时&
其引起的动物性水产品弧菌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
发生&给海水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一直备
受国内外研究的关注 -!.-. *

副溶血性弧菌是我国研究最多的食源性嗜盐
性弧菌&由副溶血性弧菌导致的食物中毒多发生在
沿海地区&近十年内陆城市中病例也逐渐增多&已
经成为我国食物中毒的主要病原菌 -&.*. * 相关文献
显示&零售市场淡水动物性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
的检出率已达到 $#‘以上 -).+. &调查发现零售市场
的淡水鱼中也存在创伤弧菌和溶藻弧菌的污染*
一般认为&淡水鱼中嗜盐性弧菌来自于交叉污染&
如海域附近的河流)池塘和井水被嗜盐性弧菌污
染&销售和餐饮加工过程的交叉污染等两个方面*
但是随着高密度养殖模式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其产
生的过量投饵)残剩饵导致水体的生态平衡被破
坏&淡水养殖环境是否已存在嗜盐性弧菌值得探
讨* 为了解淡水鱼中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和溶
藻弧菌这 / 种常见嗜盐性弧菌的污染情况&探索淡
水鱼中这 / 种嗜盐性弧菌的污染源&$#!- 年首次在
全国 * 个省#自治区$的内陆地市开展淡水鱼养殖)
销售和餐饮环节常见嗜盐性弧菌的调查*

!"材料与方法
!’!"材料
!’!’!"采样

综合考虑全国淡水鱼的养殖状况和地域分布
等因素&在广西)河南)湖北)山东)四川)浙江 * 省
#自治区 $设置采样点* 各省 #自治区 $选取 $ _
/ 个不相邻的地级市&每个地级市再分别选择具有
代表性的 / 个淡水鱼类养殖场)/ 个销售场所和
/ 个餐饮店* $#!- 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各调查
! 次* 采样对象包括淡水鱼)海水鱼)水体和水底
沉积物*

根据养殖场提供的供货信息&确定对应的销售
场所#包括摊位$&若无法确定或距离较远&则就近
选择居民主要购买场所"根据养殖场提供的供货信
息&确定对应的餐饮店&若无法确定或距离较远&则
就近选择餐饮店* 为充分保证调查结果的代表性
和科学性&所有采集的样品之间保持一致或相关*
如%养殖场采集的水产品为鲤鱼&则必须到与之相
关的销售场所采集本地鲜活鲤鱼"必须从采集鲜活
鲤鱼的同一摊位采集海鱼&如果该销售点无&则采
集相邻摊位"采集养殖场所在的水体&销售场所鲜
活鲤鱼所在的水体"如遇台风)大雨或洪水事件&则
采样时间在该类事件出现的一周后&以避免环境影
响&保证区域代表性&见表 !*

表 !"推荐采集样品种类及相关采样要求
Z<MAB!"%B4@IIB;DBD I@;>?@C>;KG<ILABG<;D CBA<?BD G<ILA>;KCB\:>CBIB;?G

采样场所 样品种类
每个采样场所
最低样品量1份

采样要求

养殖场

销售场所

餐饮店

活鱼相关样品

活鱼相关样品

非鲜活鱼

活鱼相关样品

非鲜活鱼

鱼#活$ -

水体 -

水底沉积物 -

淡水鱼#活$ $

淡水鱼相关水体 $

海水鱼#活$ $

海水鱼相关水体 $

淡水鱼 $

海水鱼 $

淡水鱼#活$ $

淡水鱼相关水体 $

海水鱼#活$ $

海水鱼相关水体 $

淡水鱼 $

海水鱼 $

采样点分散分布在东南西北 - 个距离较远的位置

!3每个采样场所设置 $ 个采样点#摊位$ &$ 个采样点 #摊
位$不得相邻
$3同一采样点#摊位$采集完成 * 类样品&每类 ! 份&如无
海水鱼及其水体#或无淡水鱼及其水体$ &在临近摊位采集

!3同一餐饮店尽量采集完成 * 类样品&每类 ! 份
$3如果是小的餐饮店只采集 * 类&每类 ! 份"如果较大&每
类采集 $ 份&且位于相隔较远的区域

!’!’$"主要仪器与试剂
jQZRk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法国梅里埃$*

/‘氯化钠碱性蛋白胨水#由各省自行购买&未对生
产厂家进行统一规定&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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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要求对每一批次产品严格质控&力求标准
化$&科玛嘉弧菌显色培养基#郑州博赛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方法
!’$’!"样品的运输和保存

送检样品保持采集时的温度&$ 6 内送达实验
室进行检验* 运送过程中避免交叉污染* 如果在
炎热夏季&运输温度在 !# h左右&但不得低于 ) h&
以避免弧菌损伤或死亡*
!’$’$"非嗜盐性弧菌的检验

参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细菌学分析手
册,中弧菌的检测方法 -0.及 YJ-)+0’)!$#!/+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
验, -!#.进行检测* 具体方法为%!鱼类样品%先用自
来水冲洗并甩干表面水分&以无菌操作先开鱼背&
取可食用部分 $& K#表皮组织和肉$作为 ! 份样品*
剪碎&无菌操作称取 $& K&加入 /‘氯化钠碱性蛋白
胨水 $$& IA&用旋转刀片式均质器以 + ### C1I>; 均
质 ! I>;&或拍击式均质器拍击 $ I>;&制备成 !s!#
的样品匀液* "水体样品%无菌操作取 -&# IA&加入
!# 倍浓缩培养液 &# IA&混匀* #水底沉积物%无菌
操作取 $& K&加入 /‘氯化钠碱性蛋白胨水 $$& IA&
混匀* /* h过夜培养&用接种环在距离液面以下
! 4I内沾取一环增菌液&于科玛嘉弧菌显色培养基
平板或弧菌显色培养基平板上划线分离&/* h培养

!+ _$- 6* 挑取可疑菌落#紫红色)蓝绿色至土耳其
蓝色)无色$&接种于 /‘氯化钠胰蛋白胨大豆琼脂&
/* h培养 !+ _$- 6&使用 jQZRk全自动微生物鉴定
系统进行生化鉴定*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EE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使用 $$ 检
验比较组间差异&以 !q#’#& 为检验水准&以 Cc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采集样品 $ #&# 份&采集自 * 个省#自治区$的

!0个内陆地市&涉及 &$ 个区#县$的 && 个养殖场* 淡
水养殖的鱼类主要包括鲤鱼)草鱼)鲫鱼)白鲢等*
$’!"副溶血性弧菌

* 个省#自治区$均从养殖)流通和餐饮各环节
的淡水鱼)海水鱼及相关样品#存养水体)水底沉积
物$中检出副溶血性弧菌&见表 $* 流通环节)餐饮
环节淡水鱼及其存养水体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检出
率远高于养殖环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流通环节)餐饮环节海水鱼及其存养水体中副溶血
性弧菌的检出率远高于淡水鱼及其存养水体&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Cc#’#&$* 其中&淡水养殖场副溶
血性弧菌的检出率依次为淡水鱼 &’+!‘#!-1$-!$)
存养水体 !’+0‘ # &1$*- $) 水底沉积物 !’&#‘
#-1$*)$*

表 $"不同环节相关样品中嗜盐性弧菌的调查情况
Z<MAB$" @̂;>?@C>;K@56<A@L6>A>4H#.&#%GLL3>; D>55BCB;?G<ILABG

环节 样品种类
样品数
1份

副溶血性弧菌 溶藻弧菌 创伤弧菌

阳性样品数
1份

检出率
1‘

阳性样品数
1份

检出率
1‘

阳性样品数
1份

检出率
1‘

养殖环节#淡水鱼$

流通环节

餐饮环节

存养水体 $*- & !’+0 & !’+0 / !’!-

水底沉积物 $*) - !’&# / !’!$ $ #’)&

淡水鱼 $-! !- &’+! !$ -’0+ $ #’+/

淡水鱼存养水体 !&) $0 !+’-) !) !#’+/ & /’!+

淡水鱼 $*+ -# !-’0/ $* 0’)# 0 /’/*

海水鱼存养水体 )- /- -&’0& !+ $-’/$ & *’)*

海水鱼 !-/ &- /)’)* /! $!’*+ !$ +’/0

淡水鱼存养水体 !&# !0 !$’*) !) !!’// - $’*)

淡水鱼 $*! -$ !*’#0 $) !#’/- !/ -’0+

海水鱼存养水体 +- $# $/’+! $$ $*’!0 & &’0&

海水鱼 !-! -+ /-’#- /! $!’00 0 *’/+

$’$"溶藻弧菌
除广西外&其他 & 省均从养殖)流通和餐饮各环

节的淡水鱼)海水鱼及相关样品#存养水体)水底沉
积物$中检出溶藻弧菌* 流通环节)餐饮环节淡水
鱼及其存养水体中溶藻弧菌的检出率远高于养殖
环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流通环节)餐
饮环节海水鱼及其存养水体中溶藻弧菌的检出率
均高于淡水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淡

水养殖场所溶藻弧菌的检出率依次为淡水鱼
-’0+‘#!$1$-!$)存养水体 !’+0‘#&1$*-$)水底沉
积物 !’!$‘#/1$*)$&见表 $*
$’/"创伤弧菌

除四川未在流通环节的淡水鱼及其相关样品
#存养水体)水底沉积物$中检出创伤弧菌外&其他
& 个省#自治区$均从流通和餐饮环节的淡水鱼及其
相关样品中均检出创伤弧菌* 流通环节)餐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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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及其存养水体中创伤弧菌的检出率均高于
养殖环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c#’#&$"流通环
节)餐饮环节海水鱼及其存养水体中创伤弧菌的检
出率均高于淡水鱼&差异有统计学意 #Cc#’#& $*

淡水养殖场创伤弧菌的检出较少&仅河南和湖北检
出* 淡水养殖场创伤弧菌的检出率依次为存养水
体 !’!-‘#/1$*-$)水底沉积物 #’)&#$1$*)$)淡水
鱼 #’+/‘#$1$-!$&见表 $*

流通和餐饮环节创伤弧菌的检出率低于副溶血
性弧菌和溶藻弧菌&个别省#自治区$未在海水鱼及
其存养环境中检出创伤弧菌&如广西未在流通环节的
海水鱼及其存养水体中检出该菌&浙江和山东未在餐
饮环节的海水鱼及其存养水体中检出该菌*

/"讨论
传统意义上海水中常见的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

菌)溶藻弧菌等嗜盐性弧菌&已经在内陆地区的淡水
养殖)流通和餐饮各个环节中检出* 各个环节的淡水
鱼或其存养水体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检出率最高&其
次为溶藻弧菌和创伤弧菌&与文献报道的水产品中
/ 种致病性弧菌的检出率基本一致-!!.!/. * 由于嗜盐
性弧菌在无氯化钠的环境下不生长或微弱生长&一般
认为淡水养殖场不存在嗜盐性弧菌&然而&本次研究
结果表明&既往认识存在片面性&这 / 种栖息于海洋
环境的)可导致人类和水生动物疾病的嗜盐性弧菌已
经存在于淡水养殖场所及淡水鱼体中-!-.!&. * 分析原
因&可能与淡水鱼和海水鱼的交叉污染)嗜盐性弧菌
的适应性生长)人工饲养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有关*
随着内陆和沿海物流交换的日益发达)淡水养殖环境
的不断变化&在外界环境压力下&副溶血性弧菌)创伤
弧菌)溶藻弧菌等嗜盐性弧菌可能经过自然选择&在
淡水养殖环境中存活下来*

淡水鱼中 / 种嗜盐性弧菌的污染在流通环节得
到迅速增高* 如淡水鱼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检出率
由 &’+!‘升高至 !-’0/‘)创伤弧菌由 #’+/‘升高
至 /’/*‘)溶藻弧菌由 -’0+‘升高至 0’)#‘&应该
与销售时卫生状况不佳&淡水鱼与海水鱼交叉污染
有关* 餐饮环节淡水鱼中嗜盐性弧菌的检出率与
流通环节基本一致* 考虑到食品中副溶血性弧菌)

创伤弧菌和溶藻弧菌造成的健康危害&淡水鱼中致
病性 弧 菌 污 染 可 能 引 起 的 食 物 中 毒 不 容
忽视 -0&!*.!). *

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溶藻弧菌等嗜盐性
弧菌不仅可以引起人类食物中毒&而且可以引起动
物性水产品的弧菌病&尤其是采用池塘养殖的水产
品&养殖过程中治疗弧菌病常用的药物有氨基糖甙

类)四环素类)磺胺类等 -!+. * 抗生素的使用在水产
养殖治疗弧菌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规范
使用或滥用时有发生&易导致耐药菌株的出现和蔓
延&耐药菌携带的耐药基因可通过食物链扩散终致
人体产生耐药性* 因此&淡水鱼中嗜盐性弧菌的污
染可能对整个食物链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

本研究通过收集淡水鱼养殖)销售)餐饮环节中
鱼)水体)水底沉积物等样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
菌)溶藻弧菌的污染信息&第一次系统性掌握淡水鱼
养殖)销售)加工等各个环节中 / 种嗜盐性弧菌的分
布和污染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需要重视淡水鱼中 /
种嗜盐性弧菌可能引起的健康危害&对淡水鱼养殖)
流通)餐饮各个环节开展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降低
嗜盐性弧菌污染水平* 食源性疾病调查处置中要考
虑到淡水鱼中嗜盐性弧菌污染可能导致的健康危害*
建议科学评估淡水鱼中嗜盐性弧菌导致的健康风险*
对致病性弧菌的危害及预防知识开展宣传教育&尤其
是淡水鱼销售时建议把淡水鱼和海水鱼区分开&水体
及装水的容器不要混用&防止交叉污染&尽可能降低
淡水鱼中致病性弧菌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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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河北省某农村地区儿童零食食品风险分析

李佳洁!罗浪!李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摘"要!目的"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儿童零食安全状况堪忧!直接关系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风险预测

与风险分析作为被国际社会普遍遵循和认可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应成为我国农村零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之外制

度性#常态化的治理方式" 方法"本研究以河北省某农村地区为例!通过对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 年食品监督抽检结果的分析!以及对该地区 /&# 名 & _!/ 岁学龄期儿童进行问卷调查!使用食品安全

风险预测的手段识别当地零食1危害组合!并根据消费水平和危害程度交叉形成了九大区域" 结果"综合危害高

低和消费主次的情况!九大区域可被划分为四大风险阵营!其中糖果#火腿肠#蛋糕#方便面等零食属于第一风险阵

营!应被重点监管和交流!其他零食1危害组合的风险可随着风险强度减弱而逐渐减弱监管力度!但是对于历史上

曾多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组合!例如饼干#调味面食类等!也应作为重点监管对象" 结论"食品安全风险预测可

帮助确定风险的优先次序!发现重点监管对象!为开展有效的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奠定基础" 本研究为实施地区

性食品安全风险预测和风险分析提供思路!以便监管部门开展高效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工作"

关键词!零食$ 即食食品$ 食品安全$ 风险预测$ 风险分析$ 农村$ 儿童$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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