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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和比较不同肠球菌种水平鉴定方法的准确性!了解北京市集贸市场生鲜猪肉肠球菌的种水平

分布及耐药特征" 方法$利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N0Q(:+@U_+NB$和 g:@aS! XUN)0X@两种

方法对北京市集贸市场生鲜猪肉肠球菌开展种水平鉴定!两种方法鉴定结果不一致的菌株使用 0):!- BẐIY%

#2B /̂E0和 !%B /̂E0序列分析再次鉴定" 比较不同种肠球菌对 #- 种临床常用抗生素的药物敏感性" 结果$在
" 种肠球菌种水平鉴定方法中!#2B /̂E0序列分析和最终结果的符合率最高!为 #--.-f&g:@aS! XUN)0X@符合

率最低!仅为 ’.-f##5!"$" 在 12 株肠球菌中!粪肠球菌占 1!.2f#3#512$!其次为希拉肠球菌占 #’.-f##!512$"

粪肠球菌对环丙沙星 #X:)$的耐药率高于希拉肠球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i#-.3"#!!,-.-#$&对四环素
#@a@$%高浓度链霉素 #*QB/$和高浓度庆大霉素 #*QF/$的耐药率均高于希拉肠球菌!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i%.12"!!h-.-"&*QB/’#! i#.2-1!!h-.-"&*QF/’#! i-.""%!!h-.-"$!但对红霉素 #a/;$和氯霉素
#X*Q$的耐药率明显低于希拉肠球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i!-.!’’!!,-.-#&X*Q’#! i#’.#%4!

!,-.-#$" 结论$#2B /̂E0和 N0Q(:+@U_+NB 序列分析技术在肠球菌种水平快速鉴定上有较高准确性!不同种

属肠球菌呈现不同耐药特征!本研究为有效监测食源性耐药肠球菌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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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NĈIC‘Î" Z9I\H\7IYZ>]>V>ZWC8>\CV<ZI[ ;(0:/3.3..7’\YY&ZC#- <=Z>]>CZ>7\M<\<=<VWJI[ <Z\YI7>I\VI‘IV&;,8&6%8

$0PC=DZ9I8>‘I>[I=Z>8>7<Z>C= PIZ9C[\" #2B /̂E0DI=I<=<VW\>\\9CMI[ #--.-f 7C=\>\ZI=7IM>Z9 Z9I8>=<V\YI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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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X*:EaBaLU?/E0QU__UU(*;F:aEa !-#3 年第 !4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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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0:/3.3..7’\YY&& \YI7>I\+VI‘IV>[I=Z>8>7<Z>C=& <=Z>]>CZ>7 \H\7IYZ>]>V>ZW& Î\>\Z<=ZZC <=Z>]>C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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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球菌中某些菌种可作为发酵剂和益生菌用
于食品和药品生产中 (#) "但是近几十年来发现"肠
球菌中的一些菌株是条件致病菌"其引起的食品安
全问题已引起相关专家的关注* 食品中污染的肠
球菌由于其环境耐受力强"难以通过加工手段杀
灭"会在食品中快速繁殖"引起食物中毒 (!) * 更应
注意的是"肠球菌是重要的耐药基因储存库"其携
带的耐药基因可通过食物链传递给其他食源性致
病菌 (%) *

肠球菌属目前有 "- 多个种"大部分肠球菌来源
于人和动物的粪便"而少数菌种来源于非粪便基
质"不同种肠球菌的生理’生化特性"乃至致病宿主
和耐药特征均不同"因此准确了解肠球菌的种属分
布"对于认知其流行趋势和遗传变异具有重要意
义 (#"’) * 然而"由于没有肠球菌种水平鉴定显色培
养基"一些肠球菌种水平特征基因序列又极为相
似"肠球菌种水平的快速鉴定一直是微生物检验的
一个难点"阻碍了相关实验室对肠球菌种属分布和
流行特征的深入认识 (’+") * 本研究对前期从北京市
集贸市场环境和生鲜猪肉中分离的肠球菌开展种
水平鉴定"评价不同鉴定方法的区分效果和准确
性"分析不同种肠球菌的耐药分布"描述食品中不
同种属肠球菌的耐药特征*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菌株来源

!-#" 年 " 月从北京市某集贸市场分离肠球菌
12 株"其中来源于地面涂抹样品’墙壁涂抹样品’污
水样品和生鲜猪肉样品的肠球菌数量分别为 !4’
#’’!# 和 !! 株 (!) "其药物敏感性检验方法和药敏特
征参 见 文 献 ( 2 )* 质 控 菌 株 粪 肠 球 菌 #0@XX
!4!#!$为本实验室保藏*
#.#.!$主要仪器与试剂

)X/仪’电泳仪’凝胶成像系统均购自美国 T>C+
/<["g:@aS! XUN)0X@全自动细菌鉴定仪’g:@aS
革兰阳性细菌鉴定 卡’ 0):!- BẐIY 试剂 条和

g:@aS% ! (I=\>X*aS@N)VH\浊度仪均购自法国
梅里埃"N0Q(:T>CZWYÎ#德国布鲁克$*

脑心浸液琼脂 #T*0$和血琼脂平板均购自北
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k?4@)X/N<ZÎN>R
#S@!-#+-!"北京天根生化有限公司$*
#.!$方法
#.!.#$质谱和生化鉴定

对 12 株肠球菌开展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
行时间质谱#N0Q(:+@U_+NB$质谱鉴定和 g:@aS!
XUN)0X@生化鉴定"鉴定结果不一致的菌株"再分
别开展 0):!- BẐIY 试剂条手工鉴定’#2B /̂E0和
!%B /̂E0分子鉴定*

N0Q(:+@U_+NB’g:@aS! XUN)0X@革兰阳性
细菌鉴定和 0):!- BẐIY 试剂条的使用方法按说明
书进行*
#.!.!$分子鉴定

模板制备%用无菌接种环挑取 T*0平板上培养
的肠球菌菌苔"在 !-- !V无菌超纯水中混匀"加入
" !V玻璃珠涡旋振荡 " P>= 后"于 #-- e水浴中加热
#- P>="#% --- 5̂P>= 离心 ! P>="上清液即为制备好
的 (E0模板"将 (E0模板转于另一无菌离心管中
备用*

引物合成%根据细菌高度保守的 #2B /̂E0和
!%B /̂E0(3)序列分别设计引物 !3_5#’4!/和简并
引物 !%_5!%/"扩增片段长度分别为 #." m] 和
’-- ]Y* #2B /̂E0序列的引物信息为% !3_% "r+
0F0F@@@F0@XX@FFX@X0F+%r"#’4!/%"r+FF@@0X
X@@F@@0XF0X@@+%r&!%B /̂E0序列的引物信息
为%!%_%"r+FXF0@@@X;F00;FFFF/00XXX+%r#;
代表 X或 @"/代表 0或 F$" !%/% "r+@@XFXX@
@@XXX@X0XFF@0X@+%r(1) *

)X/反应体系#"-!V$%)X/N>R!" !V"上下游
引物各 # !V"[[*!U!! !V"(E0模板 # !V* )X/反
应条件为%4" e预变性 2 P>=&4" e变性 -." P>="
"" e退火-." P>=" 3! e延伸 # P>=" %- 个循环&
3! e延伸 3 P>=* #2B /̂E0和 !%B /̂E0基因的测
序结果使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EXT:$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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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 TQ0B@工具在数据库中进行序列比对"得分最
高的比对结果认为是被检肠球菌所属菌种*
#.!.%$药敏检验

按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委员会 #XV>=>7<V
<=[ Q<]Ĉ<ZĈWBZ<=[<̂[\:=\Z>ZHZI"XQB:$推荐的微量
肉汤稀释法 (4) "测定受试菌株对氨苄西林 #0N)$’
青霉素#)aE$’红霉素#a/;$’环丙沙星#X:)$’达
托霉素#(0)$’万古霉素#g0E$’四环素#@a@$’氯
霉素 #X*Q$’ 高浓 度庆大霉素 #*QF/" !"- 和
"-- !D5PV$和高浓度链霉素 #*QB/" "-- 和 # ---
!D5PV$ 等 抗 生 素 的 最 小 抑 菌 浓 度 # P>=>PHP
>=9>]>ZĈW7C=7I=Ẑ<Z>C="N:X$* 并参照 XQB:N#--+
B!" (4)文件表 !(推荐的标准进行结果判定和解释*
药敏质控菌株为粪肠球菌#0@XX!4!#!$*

! $结果与分析
!.#$肠球菌种水平鉴定方法比较

使用 N0Q(:+@U_+NB 和 g:@aS! XUN)0X@开
展菌种鉴定的结果中"有 3-.4f#2#512$肠球菌的

鉴定结果一致"!" 株鉴定结果不一致* 对这 !" 株
菌分别使用 0):!- BẐIY’#2B /̂E0和 !%B /̂E0基
因测序再次开展鉴定"鉴定结果如表 # 所示* 在使
用 " 种方法鉴定的 !" 株菌中"# 株菌#/#2+X!$出现
了 ’ 种不同鉴定结果"2 株菌出现了 % 种不同鉴定
结果"对这 3 株菌取鉴定一致结果"作为最终鉴定
菌种*

如表 # 所示"使用 0):!- BẐIY 开展种水平
鉴定的结果中"!1.-f # 3 5!" $的鉴定结果分值
低于 1-f"即结果可疑"需要附加试验进一步确
认* #2B /̂E0和 !%B /̂E0基因鉴定结果的符
合率为 4!.-f # !% 5!" $ "#2B /̂E0鉴定 K%+a#
和 /#2+X! 的结果分别为希拉肠球菌和泰国肠球
菌"但 !%B /̂E0鉴定结果是坚韧肠球菌和屎肠
球菌* N0Q(:+@U_+NB 和 g:@aS! XUN)0X@鉴
定 (#+S# 的结果分别为德氏肠球菌和棉子糖肠
球菌"#2B /̂E0和 !%B /̂E0分子鉴定结果为粪
肠球菌"0):!- BẐIY 鉴定结果疑似粪肠球菌"最
终取粪肠球菌鉴定结果*

表 #$北京市集贸市场生鲜猪肉肠球菌种水平鉴定#( i!"$

@<]VI#$BYI7>I\+VI‘IV>[I=Z>8>7<Z>C= C8;(0:/3.3..7’\YY&>\CV<ZI[ 8̂CP<<̂MYĈm 8<̂PP<̂mIZ>= TI>6>=D

菌株 N0Q(:+@U_+NB g:@aS! XUN)0X@ 0):!- BẐIY #2B /̂E0 !%B /̂E0 确定菌种

(%+S%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5鹑鸡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a% 粪肠球菌 屎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S# 德式肠球菌 棉子糖肠球菌 粪肠球菌#3’."f$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X# 希拉肠球菌 鸡肠球菌 坚韧肠球菌#31.2f$ 希拉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

(!+S# 希拉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5坚韧肠球菌 屎肠球菌#3".3f$ 希拉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

K#+a% 希拉肠球菌 坚韧肠球菌 屎肠球菌#31.’f$ 希拉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

K!+a% 粪肠球菌 格式乳球菌 粪肠球菌#"’.2f$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K!+a’ 蒙氏肠球菌 鸡肠球菌 屎肠球菌 蒙氏肠球菌 蒙氏肠球菌 蒙氏肠球菌

K%+a# 粪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 坚韧肠球菌#31.2f$ 希拉肠球菌 坚韧肠球菌 希拉肠球菌

/#2+X! 泰国肠球菌 鸡肠球菌 粪肠球菌#"’.2f$ 泰国肠球菌 屎肠球菌 泰国肠球菌

/#2+a! 粪肠球菌 屎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墙壁来源肠球菌 粪肠球菌 屎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

注%$表示两个菌种的可能性均占 "-f&括号中的数值低于 1-f表示该鉴定结果可疑&墙壁来源肠球菌包括 O#+X# 等 #’ 株菌

$$两两比较 !" 株肠球菌用 " 种不同鉴定方法得
到的结果"见表 !"一致性最高的是 N0Q(:+@U_+NB

和 #2B /̂E0"以及 #2B /̂E0和 !%B /̂E0"符合率
均为 4!.-f # !%5!" $"其次为 N0Q(:+@U_+NB 和
!%B /̂E0"符合率为 11.-f#!!5!"$&一致性最低的
是 g:@aS! XUN)0X@和 0):!- BẐIY"以及 g:@aS
! XUN)0X@和 !%B /̂E0" 符 合 率 均 为 -.-f
#-5!"$* 和最终鉴定结果相比"#2B /̂E0符合率最
高"为 #--.-f#!"5!"$"g:@aS! XUN)0X@符合率
最低"仅为 ’.-f##5!"$* 值得注意的是"g:@aS!
XUN)0X@将 K!+a% 鉴定为格式乳球菌"出现了属
水平的鉴定错误*

表 !$!" 株肠球菌种水平鉴定方法的符合率5f

@<]VI!$XC>=7>[I=7I<̂ZIC8\YI7>I\+VI‘IV>[I=Z>8>7<Z>C= 8Ĉ

!" ;(0:/3.3..7’\YY&\Ẑ<>=\
鉴定方法 0):!- BẐIY #2B /̂E0 !%B /̂E0 确定菌种
N0Q(:+@U_+NB 21.-##3 5!"$ 4!.-#!% 5!"$ 11.-#!! 5!"$ 4!.-#!% 5!"$

g:@aS
! XUN)0X@

-.-#- 5!"$ ’.-## 5!"$ -.-#- 5!"$ ’.-## 5!"$

0):!- BẐIY ! 21.-##3 5!"$ 21.-##3 5!"$ 21.-##3 5!"$
#2B /̂E0 ! ! 4!.-#!% 5!"$ #--.-#!" 5!"$
!%B /̂E0 ! ! ! 4!.-#!% 5!"$

注%0):!- BẐIY 统计数据未包括疑似鉴定结果&!表示该项不统计

!.!$北京市集贸市场生鲜猪肉肠球菌的种水平分
布特征

根据鉴定结果"12 株分离自北京市集贸市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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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生鲜猪肉的肠球菌中"粪肠球菌占 1!.2f
#3#512$"希拉肠球菌占 #’.-f##!512$"屎肠球菌
占 #.!f##512$"蒙氏肠球菌占 #.!f##512$"泰国
肠球菌占 #.!f##512$*

北京市集贸市场地面涂抹样品来源的 !4 株肠
球菌中"粪肠球菌占 14.3f#!25!4$"希拉肠球菌占
#-.%f#%5!4$&墙壁涂抹样品来源的 #’ 株菌全部
是粪肠球菌&污水样品来源的 !# 株菌中"粪肠球菌
占 2#.4f##%5!#$"希拉肠球菌占 !1.2f #25!#$"
屎肠球菌和蒙氏肠球菌各占 ’.1f##5!#$&生鲜猪
肉样品来源的 !! 株菌中"粪肠球菌占 1#.1f
##15!!$"希拉肠球菌占 #%.2f#%5!!$"泰国肠球菌
占 ’."f##5!!$* 污水和生鲜猪肉中肠球菌种水平
多样性高于墙壁和地面涂抹样品*
!.%$北京市集贸市场生鲜猪肉肠球菌种水平耐药
特征

在受试的 #- 种抗生素中"3# 株粪肠球菌对
@a@’a/;’*QB/’X:)’*QF/和 X*Q的耐药率分别
为 24.-f#’453#$’"!.#f#%353#$’%".!f#!"53#$’
!4.2f#!#53#$’!2.1f##453#$和 !!."f##253#$*

所有受试粪肠球菌菌株对 0N)’)aE’(0)和 g0E
均敏感"见表 %* 可以看出"@a@抑制 "-f受试菌株
生长所需抗生素浓度#N:X"-$ h%! !D5PV"已高于耐
药折点"说明在 #- 种受试抗生素中粪肠球菌对 @a@
耐药最为严重* X:)’a/;’X*Q’*QF/和 *QB/抑
制 4-f受试菌株生长所需抗生素浓度#N:X4- $均高
于耐药折点"说明粪肠球菌对以上 " 种抗生素也已
显示高耐药性* 耐受% 种及以上抗生素的菌株有 !2
株"占所有受试粪肠球菌的 %2.2f#!253#$"有 1 株
粪肠球菌耐受 2 种抗生素"耐药谱为 a/;+X:)+@a@+
X*Q+*QF/+*QB/*

#! 株希拉肠球菌对 X*Q’a/;’@a@的耐药率
分别为 3".-f # 45#! $’ "1.%f # 35#! $ 和 ’#.3f
#"5#! $"对 X:)’*QB/和 *QF/的耐药率均为
#2.3f#!5#!$"见表 ’* 另外"有 # 株分离自生鲜猪
肉的希拉肠球菌对 (0)耐药* #! 株希拉肠球菌
中"%%.%f#’5#! $的菌株对 % 种及以上抗生素耐
药"其中 # 株分离自地面涂抹样品的 (!+X! 对 " 种
抗 生 素 耐 受" 耐 药 谱 为 a/;+@a@+X*Q+*QF/+
*QB/*

表 %$3# 株粪肠球菌对 #- 种抗生素的耐药结果分析
@<]VI%$0=<VW\>\C8<=Z>]>CZ>7\H\7IYZ>]>V>ZWZC#- <=Z>P>7̂C]><V\C83# ;A+4:.48#’>\CV<ZI\

抗生素
耐药 中介 敏感

菌株数#f$ 菌株数#f$ 菌株数#f$
N:X范围5#!D5PV$ N:X"- 5#!D5PV$ N:X4- 5#!D5PV$

0N) -#-.-$ ! 3###--.-$ #-." c# -." #
)aE -#-.-$ ! 3###--.-$ -.!" c’ ! ’
a/; %3#"!.#$ %##’%.3$ %#’.!$ -." ch1 ’ h1
X:) !##!4.2$ %"#’4.%$ #"#!#.#$ # ch1 ! ’
(0) -#-.-$ ! 3###--.-$ #-.#!" c’ # !
g0E -#-.-$ -#-.-$ 3###--.-$ #-." c’ # !
@a@ ’4#24.-$ ###.’$ !##!4.2$ # ch%! h%! h%!
X*Q #2#!!."$ "#3.-$ "-#3-.’$ 1 ch2’ 1 h2’
*QF/ #4#!2.1$ ! "!#3%.!$ !"- c"-- #!"- h"--
*QB/ !"#%".!$ ! ’2#2’.1$ "-- c# --- #"-- h# ---

注%!表示 XQB:N#--+B!" 文件表 !(中无中介判定标准

表 ’$#! 株希拉肠球菌对 #- 种抗生素的耐药结果分析
@<]VI’$0=<VW\>\C8<=Z>]>CZ>7\H\7IYZ>]>V>ZWZC#- <=Z>P>7̂C]><V\C8#! ;AB#/4:>\CV<ZI\

抗生素
耐药 中介 敏感

菌株数#f$ 菌株数#f$ 菌株数#f$
N:X范围5#!D5PV$ N:X"- 5#!D5PV$ N:X4- 5#!D5PV$

0N) -#-.-$ ! #!##--.-$ #-." c# -." #
)aE -#-.-$ ! #!##--.-$ # c! ! !
a/; 3#"1.%$ -#-.-$ "#’#.3$ -.!" ch1 h1 h1
X:) !##2.3$ !##2.3$ 1#22.3$ -." ch1 -." ’
(0) ##1.%$ ! ###4#.3$ # c1 ! ’
g0E -#-.-$ -#-.-$ #!##--.-$ #-." c# #-." #
@a@ "#’#.3$ -#-.-$ 3#"1.%$ # ch%! h%! h%!
X*Q 4#3".-$ ##1.%$ !##2.3$ 1 ch2’ 1 2’
*QF/ !##2.3$ ! #-#1%.%$ !"- c"-- #!"- h"--
*QB/ !##2.3$ ! #-#1%.%$ "-- c# --- #"-- h# ---

注%!表示 XQB:N#--+B!" 文件表 !(中无中介判定标准

$$粪肠球菌对 X:)的耐药率高于希拉肠球菌"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i#-.3"#"!,-.-# $&@a@’

*QB/和 *QF/的耐药率高于希拉肠球菌"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a@%#! i%.12""!h-.-"&*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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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1"!h-.-"&*QF/%#! i-.""%"!h-.-"$*

但粪肠球菌对 a/;和 X*Q的耐药率均低于希拉肠
球菌"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a/;% #! i!-.!’’"
!,-.-#&X*Q%#! i#’.#%4"!,-.-#$*

污水中分离的蒙氏肠球菌 K!+a’ 对所有 #- 种
受试抗生素均敏感"污水源屎肠球菌 K%+S# 和生鲜
猪肉中分离泰国肠球菌 /#2+X! 的耐药谱均为
a/;+@a@*

%$讨论
不同种属肠球菌的分布特点’致病宿主以及耐

药特征有较大差异"因此了解不同基质中肠球菌的
种属分布"对于研究耐药肠球菌的流行规律和传播
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传统肠球菌的种水平鉴
定方法需要做一系列复杂的生理生化试验"难以满
足高通量菌种鉴定的要求 (#-) * 国外常使用种特异
)X/扩增和 #2B /̂E0测序相结合对肠球菌开展种
水平鉴定"但种特异 )X/目前仅局限于几种常见肠
球菌"且存在一定错误率 (’) "因此急需发展快速’准
确’批量处理的种水平鉴定策略*

本研究使用的 " 种肠球菌种水平鉴定方法各有
优缺点* N0Q(:+@U_+NB 适合于高通量菌种鉴定"

速度快’耗材少’准确性较高 (") "但缺点是仪器昂
贵’维护费用高"不适合在基层单位推广* g:@aS!
XUN)0X@鉴定自动化程度高"但用于肠球菌种水
平鉴定准确性较低* 本研究中"使用 g:@aS !
XUN)0X@鉴定肠球菌的准确率仅为 ’.-f##5!"$"

与文献报道 (1"##) 相似" 这可能是由于 g:@aS !
XUN)0X@是根据一套生化反应结果鉴定菌种"如
果菌株在培养过程中生化特性发生改变"必然导致
鉴定结果不同* 0):!- BẐIY 试剂条虽然鉴定结果
准确"但菌种鉴定范围有限"只能用于粪肠球菌’屎
肠球菌’铅黄肠球菌’坚韧肠球菌’鹑鸡肠球菌’鸟
肠球菌等 2 种肠球菌的种鉴定"且手工操作复杂"有
时还需做补充生化试验"在本研究中就出现了较多
#!1.-f"35!"$可疑鉴定结果* 有文献 (1"#!)报道"
#2B /̂E0序列难以把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区分"应
使用 !%B /̂E0进行肠球菌种水平鉴定* 但从本研
究结果看"#2B /̂E0序列分析对肠球菌有准确的区
分度&因此"优化的肠球菌种水平鉴定策略是"先用
N0Q(:+@U_+NB 和 #2B /̂E0序列分析技术对肠球
菌进行种鉴定"二者不一致的结果再使用其他方法
进一步确认*

北京市集贸市场生鲜猪肉源肠球菌中"粪肠球
菌占绝对优势"其次是希拉肠球菌"只发现了 # 株屎
肠球菌"这一结果和人与动物消化道’粪便’医院’

食品分离肠球菌中"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是主要优
势菌种的报道 (#%+#’)不符* !-#’ 年中国细菌耐药性
监测网收集的 2 14# 株肠球菌中"粪肠球菌和屎肠
球菌 分 别 占 ’".’f 和 ’1.#f" 其 他 肠 球 菌 占
2."f (#") * 但在美国环境水样品中"铅黄肠球菌占
%’f"粪肠球菌占 !"f"蒙氏肠球菌占 #"f"屎肠球
菌仅占 "f (’) * 这说明不同来源样品中肠球菌的种
属分布特征不同* 而且"本研究中来自污水和生鲜
猪肉的肠球菌显示了种水平的多样性"这可能与市
场环境开放"污水和生鲜猪肉污染途径多渠道有关*

粪肠球菌对 X:)’@a@’*QB/和 *QF/的耐药
率均高于希拉肠球菌"但对 a/;和 X*Q的耐药率
均低于希拉肠球菌"尤其是对 X*Q的耐药率远低于
希拉肠球菌* 另外"在希拉肠球菌中还发现了 # 株
对 (0)耐药的肠球菌"是较为罕见的耐药表型"提
示今后应加强关注希拉肠球菌耐药性* !-#’ 年中
国细菌耐药性监测网统计数据显示"粪肠球菌对抗
生素的耐药率明显低于屎肠球菌"但对 X*Q的耐药
率高于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均对 *QF/
表现出较高耐药率 (#") * 目前国内外对除粪肠球菌
和屎肠球菌以外的肠球菌的耐药性研究较少"本研
究中分离的蒙氏肠球菌和泰国肠球菌均未呈现较
强耐药性*

本研究评价和比较了肠球菌种水平快速鉴定
方法"初步阐述了北京市集贸市场肠球菌种属分布
特征"分析了不同种肠球菌的耐药特征"为控制食
源性耐药肠球菌的产生和传播积累了基础数据和
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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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发布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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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农药名称 商品名称 拟修订限量标准5#PD5mD$

# 阿维菌素 十字花科芸薹属蔬菜 -&-#

! 胺唑草酮 糖蔗 -&-#

% 嘧菌酯 芹菜 "

$$#摘自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9ZZY’55=IM\&8CC[P<ZI&=IZ5!-#35-’5’!2’%4&9ZPV$

+!"+

欧盟允许丁烷等 % 种物质用于色素制剂并制定限量规定
$$欧盟官方公报 !-#3 年 " 月 !% 日消息!欧盟委员会 " 月 !! 日发布#a?$!-#3513’ 法规!对法规#aX$EC
#%%%5!--1 附录 :::批准用于食品添加剂%食品酶%食用香精%食品营养成分及使用条件下的食品添加剂联合
目录进行修订!新增丁烷#a4’%0$%异丁烷#a4’%T$%丙烷#a4’’$为色素制剂" 该法规自官方公报发布后 !-
日生效" 使用规定见下表’

食品添加剂编号 食品添加剂名称 最大使用量

a4’%< 丁烷 在最终产品中不超过 # PD5mD

a4’%] 异丁烷 在最终产品中不超过 # PD5mD

a4’’ 丙烷 在最终产品中不超过 # PD5mD

$$#相关链接’9ZZY’55MMM&<o\>o&DC‘&7=5RRDms#%%125WMRR5\Y69JY5!-#3-"5Z!-#3-"!"s’14"2#&9Z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