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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估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各检验机构(简称检验机构)食源性沙门菌的定性检测能力!并全

面了解各级检验机构实验室沙门菌血清学分型能力概况!确保沙门菌检验结果准确可靠!提升监测质量# 方法#

批量制备菌球样品(含 + 种我国常见血清型沙门菌和阴性对照)和样品基质!经稳定性等测试后发放至 (.! 家检验

机构进行考核!使用点分数法对上报结果进行评价!]G:HL?A 卡方检验进行率的比较# 结果#(." 家检验机构上报

检验结果!初测所有指标完全正确率为 ,%-+‘(.".0(.")!总体满意率为 /%-+‘(.//0(.")!结果不满意的主要类

别为阴性样品假阳性(,-(‘!.%0(.")!区县级检验机构满意率(*$-$‘!!%0+!)低于省级("$$-$‘!.%0.%)和地市

级(/(-.‘!."!0..()# 血清学分型考核完全正确比例为 *$-,‘(.(*0(.")!不同级别检验机构间血清群正确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Ez$-$!)!但地市级检验机构血清型正确率低于省级甚至区县级# 结论#本次考核提示各级检

验机构的沙门菌定性检验能力基本能够满足监测任务需求!但部分实验室仍需要加强质量控制以提升沙门菌检验

水平!省级以下实验室血清型鉴定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本次质量控制考核为开展针对性的监测培训提供了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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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 (")立
法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食源
性疾病’食品污染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

该项工作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共同制定和实施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旨在了解我国食品
中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污染水平和趋势"确
定危害因素的分布和可能来源"发现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利于及时采取风险监管措施"也为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预警’标准制定和修订提供可靠数据
支撑*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 #以下简称监测
网$于 %$"$ 年开始全面实施并不断扩大完善"目
前已覆盖全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在内的省级’地#市$级和县#区$级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CZC$ "通过每年对各类食品的
污染情况进行监测"产生数以万计反映中国食品
安全现状的数据"而组织各级监测点开展质量控
制考核"评价相关检验能力"是督促我国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体系各级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

提高监测水平的重要方式 (%) *

沙门菌病是最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全球每
年因食品中沙门菌污染引起的感染病例数以亿
计 (.) * 沙门菌宿主广泛’分类复杂"目前已发现的
血清型超过 % +$$ 种 (() "不同血清型在耐药性’致病
性’代谢类型及宿主范围等特征上存在差异 (!) * 鉴
于食源性沙门菌的危害及其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于 %$", 年 "" 月开展了本
次质量控制考核"以评估我国各级检验机构食源性
沙门菌的定性检测和血清学分型能力"确保相关监
测工作的质量*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考核对象

本次质量控制考核面向监测网各级检验机构"

包括省级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地市级#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和直辖市区
县$和区县级#地级市下辖区县’自治县和县级市$

等各级 CZC或其他检验机构"要求省级 CZC和承
担 %$", 年监测网食源性沙门菌检验任务相关检验
机构必须参加"其他机构自愿参加*
"-"-%#考核菌株

本次考核选取本实验室保存的 + 株不同血清型
沙门菌"! 株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感染网
络外部质量保证系统#b9Y)\IDV_’6$国际考核
菌株" " 株 来 自 中 国 医 学 细 菌 保 藏 管 理 中 心
#CRCC$* + 株考核菌株的血清型均为国内食品中
沙门菌常见型别"血清群涵盖常见群#O’C"’C. 和
Z群$"9鞭毛抗原种类多样"涉及包括 9R’# J";$’
9RO#B"N"4"L$’9RC#H$’9RZ#""%"!"c+$等多价
9血清所包含的多个 9鞭毛抗原因子* 考核菌株
具体信息见表 "*
"-%#方法
"-%-"#无菌样品基质制备及稳定性测试

使用某品牌脱脂奶粉作为样品基质"经 +! k恒
温烘烤 . J"在安全柜中按照 %! B0袋分装至自封袋"

真空铝塑封装后经高能电子束辐照灭菌#! M\K吸
收剂量$后室温保存* 每隔 " 周随机抽取 ! 袋样品
基质"按照 \O(,*/-%!%$"+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微 生 物 学 检 验 菌 落 总 数 测 定 . (+) 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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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本次考核所用 + 株沙门菌信息
U:QFG"#8A4?HN:E;?A ?4+ !?;F%&=;;? LEH:;AL;A E5;LGS:FP:E;?A

编号 来源 原始编号 血清型 血清式 血清群 9" 相 9% 相

" b9Y)\IDV_’6 %$"+ 6)"+-% 婴儿#8A4:AE;L$ +",%H%""! C" H ""!

% b9Y)\IDV_’6 %$"+ 6)"+-. 肠炎#VAEGH;E;J;L$ /""%%B"N% w Z B"N !

. b9Y)\IDV_’6 %$"+ 6)"+-! 斯坦利# 6E:AFGK$ (""%%J%""% O J ""%

( b9Y)\IDV_’6 %$". 6)".-* 肯塔基#aGAEP3MK$ *"%$%;%c+ C. ; c+

! CRCC !$... 鼠伤寒#UK@5;NPH;PN$ (%;%""% O ; ""%

+ b9Y)\IDV_’6 %$"! 6)"!-. 阿贡纳#’B?A:$ (""%%4"B"L% w O 4"B"L !

注%!表示该血清型别为单相菌"没有 9% 相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沙门氏菌检验. (,)进行菌落总数计数和食品中沙
门菌检验"测试时间从辐照灭菌后到样品发放后
% 周* 经验证样品基质为无菌食品载体"沙门菌检
验阴性"可用于本次实验室质量控制考核*
"-%-%#考核菌球样品制备及稳定性测试

将 + 株沙门菌复苏后连续挑取单颗菌落培养"
使用过滤除菌的保护剂调节细菌浊度"连续 "$ 倍稀
释后计数#平板计数法 (+)和 . R菌落总数纸片法$
计算菌悬液浓度"选取 "$, CI70NF浓度菌悬液"安
全柜内滴加至盛有液氮的灭菌烧杯中制成菌球
#%$ !F0滴$"无菌转移至灭菌西林瓶后冷冻真空干
燥#冻干后经菌落总数检测细菌含量约为 ! l"$.

CI70菌球$"加盖铝箔盖’铝塑封装 w%$ k冷冻保
存* 本次考核设置有不含细菌的菌球作为阴性样
品"直接使用保护剂以相同流程制备"阴性菌球样
品同样经辐照灭菌处理* 仪器及相关区域使用前
后彻底消毒"不同考核菌株分开制作菌球"以降低
污染风险*

设置 w%$’( k和室温 . 种温度条件对制备的
+ 种阳性菌球和 " 种阴性菌球进行稳定性测试"每隔
" 周分别从 . 个温度随机抽取 , 种菌球各 % 个#共计
(% 个$"按照 \O(,*/-%!%$"+ 和 \O(,*/-(!%$"+
分别对菌球进行活菌数量检测和沙门菌检验"使用聚
合酶链式反应#]C&$方法对分离出的菌株进行沙门
菌属验证(*) "按照 \O(,*/-(!%$"+ 进行血清学分
型"测试时间为样品制备完成后到样品发放 % 周后*
经检验确认"" 号菌球#婴儿沙门菌$在室温放置条件
细菌含量有所下降#约为 "$% CI70菌球"仍能正常检
出$"在 w%$ 和 ( k条件下含量无影响 #约为
"$. CI70菌球$&% m+ 号菌球在所有温度条件下"菌
球内沙门菌含量均无影响#约为 "$. CI70菌球$&阴
性菌球在所有条件下均未检出活菌及沙门菌* 所有
分离出的沙门菌血清型均与制备前相符"未发现污
染"可推断发放和运输过程中可能的温度变化和运输
时间对此次考核样品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
"-%-.#样品发放和运输

+ 种沙门菌阳性菌球按照表 " 中顺序分为 + 组"

分别为%" o%’% o.’. o(’( o!’! o+ 和 + o""每个
考核单位获得 " 组阳性菌球’" 个阴性菌球和 . 袋
样品基质* + 组阳性样品在各省内检验机构间无序
排列"省间尽量保证 + 种阳性菌球样品均衡分布*
每省所有考核样品统一发放至省级 CZC"再由省级
CZC按照考核编号于 "$ J 内将样品分发至省内检
验机构"确保各检验机构在样品发出后 "! J 内收到
考核样品* 样品使用航空运输 /! M]:专用样品运
输袋"并按照生物物质 O类 7D..,. 感染性物质类
别要求"使用相应的生物安全包装材料进行包装"
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物流公司运输*
"-%-(#检验流程要求

各检验机构收到样品后应及时置于 w%$ k下
短期保存"并于 "$ 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 个工作
日内上报考核结果* 样品检验应按照作业指导书
进行样品处理后"按照 \O(,*/-(!%$"+ (,)中预增
菌步骤开始检验* 本次考核推荐按照以上流程开
展检验"如采用其他方法开展考核"需在结果报告
单中注明相关仪器’试剂’方法等信息* 检验过程
中应注意生物安全防护"检验完成后应对样品进行
无害化处理* 根据 %$", 年监测计划要求"沙门菌定
性检验为所有检验机构必须完成项目"血清学分型
项目仅纳入省级检验机构考核满意度测算* 初测
结束后"选取与初测不同组别阳性菌球组织部分检
验机构进行复测*
"-%-!#结果评价

使用点分数法 (/)对考核结果进行评价"即所得
点分数大于点分数满分的 %0. 判定为满意* 针对沙
门菌定性检验项目%正确检出是否含沙门菌赋 % 分"
假阳性#多检$或假阴性#漏检$赋 $ 分"点分数满分
为 + 分"如结果顺序错误#无多检和漏检"但样品阴
阳性判断顺序有误$总分减 " 分&针对省级检验机
构的血清学分型项目%正确检出血清群或血清型赋
% 分"正确检出但名称描述错误赋 " 分"血清型错误
赋 $ 分"血清群错误赋 w" 分"点分数满分共计 * 分*
综上"省级和省级以下检验机构的点分数满分分别
为 "( 和 + 分* 本次考核中率的比较使用 ]G:HL?A 卡
方检验"Ev$-$!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98DV6VXY7&D’=YIIYYZ9[\8VDV %$"* 年第 .$ 卷第 + 期

%#结果与分析
%-"#样品发放及考核结果上报情况

报名参加本次考核有 (.! 家检验机构"完成考
核并成功上报结果的有 (." 家#省级 .% 家’地市级
..( 家’区县级 +! 家$检验机构"上报率为 //-"‘*
发放菌球共计 " .$! 个"实际上报考核结果的有
" %/. 个"其中 " m+ 号阳性菌球和阴性菌球上报数
量分别为 "("’"(.’"(!’"(!’"(!’"(.’(." 个*
%-%#考核初测结果总体分析

上报 结果 的 (." 家检 验 机 构 中 有 .". 家
#,%-+‘$结果#包括血清学分型$完全正确"结果评
价为满意"其中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检验机构分
别有 .$ #/.-*‘".$0.%$’%(% #,%-!‘"%(%0..($和
(" 家#+.-"‘"("0+!$"省级完全正确率较地市级检
验机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v$-$!$"地市级与

区县级检验机构的完全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z$-$!$* 另有 ""* 家检验机构存在不同种类错
误"利用点分数法评价后"得到 *+ 个满意结果和
.% 个不满意结果 #详见表 %$* 故本次考核初测阶
段共得到 .// 个满意结果"总体满意率为 /%-+‘
#.//0(."$* .% 个不满意结果均来自省级以下检验
机构#地市级 "/ 个"区县级 ". 个$"其中 .$ 个为假
阳性"" 个为假阴性"" 个为假阳性且顺序错误* 本
次考核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检验机构的满意率分
别为 "$$-$‘#.%0.%$’/(-.‘#."!0..($和 *$-$‘
#!%0+!$"经 ]G:HL?A 卡方检验"省级与地市级检验
机构之间满意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z$-$!$"地
市级与区县级之间的满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v$-$!$"本次考核中省级和地市级考核单位的
满意率高于区县级检验机构*

表 %#""* 家检验机构实验室点分数法结果评价表
U:QFG%#VS:FP:E;?A HGLPFEL?4""* @:HE;3;@:EGF:Q?H:E?H;GLQK@?;AE)L3?HG)LKLEGN

实验室编号
检验机
构级别

得分 结果判定 实验室编号
检验机
构级别

得分 结果判定 实验室编号
检验机
构级别

得分 结果判定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省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省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6)"(#,$ 区县级 ( 不满意 %$",6)%%#"$$ 地市级 + 满意
注%本表中除实验室编号为+%$",6)$,#"$ ,和+%$",6)%+#"$ ,的检验机构满分为 "( 分外"其他检验机构满分均为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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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测错误类别统计
本次考核初测中存在的错误类别见表 ."假阳

性错误率为 ,-(‘ # .%0(." $" 血清型错误率为
"+-,‘#,%0(."$"分别为沙门菌定性检验考核和血
清学分型考核的首要错误类别* 经 ]G:HL?A 卡方检

验". 个级别检验机构假阴性和顺序错误的错误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z$-$!$"而区县级检验机构
的假阳性错误率明显高于省级和地市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Ev$-$!$*

表 .#各级检验机构的初测错误类别统计
U:QFG.#VHH?H3:EGB?H;GL?4GS:FP:E;?A 4?H@:HE;3;@:EGL:EJ;44GHGAEFGSGFL

检验机构级别
沙门菌定性检验错误个数#‘$ 血清学分型错误个数#‘$

假阳性 假阴性 顺序错误 血清群错误 血清型错误 描述错误
省级# & t.%$ "#.-"$ $#$-$$ $#$-$$ $#$-$$ "#.-"$ $#$-$$

地市级# & t..($ "/#!-,$ $#$-$$ "$#.-$$ *#%-($ +%#"*-+$ "+#(-*$

区县级# & t+!$ "%#"*-!$ "#"-!$ (#+-%$ (#+-%$ /#".-*$ $#$-$$

合计# & t(."$ .%#,-($ "#$-%$ "(#.-%$ "%#%-*$ ,%#"+-,$ "+#.-,$

%-(#各级检验机构血清学分型结果统计
在 (." 家检验机构中"($+ 家上报了正确的血

清群 # /(-%‘$" .!* 家 上 报 了 正 确 的 血 清 型
#*.-"‘$".(* 家血清群和血清型均上报正确
#*$-,‘$* 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检验机构血清学
分型考核结果见表 ("经 ]G:HL?A 卡方检验"不同级别
检验机构之间的血清群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z$-$!$"地市级与区县级检验机构血清型正确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z$-$!$"省级与地市级检验机
构血清型正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v$-$!$*

表 (#各级检验机构的血清学分型正确率统计
U:QFG(#’33PH:3K?4LGH?EK@;ABGS:FP:E;?A 4?H@:HE;3;@:EGL

:EJ;44GHGAEFGSGFL
检验机构级别 血清群正确个数#‘$ 血清型正确个数#‘$

省级# & t.%$ .%#"$$-$$ ."#/+-/$

地市级# & t..($ .".#/.-,$ %,"#*"-"$

区县级# & t+!$ +"#/.-*$ !+#*+-%$

合计# & t(."$ ($+#/(-%$ .!*#*.-"$

%-!#+ 种阳性沙门菌菌球样品血清学分型考核结
果统计

##本次考核所用 + 种阳性沙门菌菌球样品血清
群的错误率为 $-,‘ m"$-.‘ #包含 " m! 种错误
类型$ "血清型的错误率为 %-*‘ m."-/‘ #包含
( m", 种错误类型$ * %’.’! 和 + 号菌球的血清群
#O群和 Z群$错误数均为 " 个"( 号菌球肯塔基沙
门菌 血 清 群 # C. 群 $ 错 误 率 最 高 为 "$-.‘
#"! 0"(!$ "包含 ! 种错误类型&" 号菌球婴儿沙门
菌血清型错误率最高为 ."-/‘#(! 0"("$ "包含 ",
种错误类型"各个样品中血清型主要错误类型均
为对鞭毛 " 相和 % 相抗原的鉴定存在偏差导致*
b9Y)\IDV_’6 考核中作为内部质量控制菌株的
肠炎 沙 门 菌" 本 次 考 核 中 正 确 率 为 **-*‘
#"%, 0"(.$ * 针对婴儿沙门菌"省级’地市级和区
县级检验机构的血清群正确率分别为 "$$-$‘
#"" 0""$ ’/+-(‘ #"$* 0""% $和 "$$-$‘ #"* 0"*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z$-$!$ &血清型正确率分别
为 /$-/‘ # "$ 0"" $ ’ +.-(‘ # ," 0""% $ 和 *.-.‘
#"! 0"*$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z$-$!$ * 沙门菌
菌球血清学分型结果详情见表 ! 和 +*

表 !#+ 种沙门菌血清学分型结果统计
U:QFG!#6GH?EK@;ABHGLPFEL4?H+ M;AJL?4!?;F%&=;;?

菌球
编号

样品
份数

血清群 血清型

错误个数
#‘$

错误类型
#错误个数$

错误个数
#‘$ 错误类型#错误个数$

"

%

.

(

!

+

"(" (#%-*$ C#.$ ’’#"$ (!#."-/$

未上报#+$ "甲型副伤寒#"$ "奥雷宁堡#($ "丙型副伤寒#"$$ "伊鲁木
#"$ "基伍#"$ "奈斯西欧那#"$ "奥利塔曼琳#.$ "姆巴卡#"$ "巴雷利
#.$ "爱丁堡#.$ "猪霍乱#($ "田纳西#"$ "科罗拉多#"$ "蒙得维的亚
#.$ "姆班达卡#"$ "里森#"$

"(. "#$-,$ O#"$ "+#""-%$
斯坦利#"$ "布利丹#.$ "伤寒#%$ "沙门菌"#"$ "爪哇安娜#.$ "都柏
林#($ "鸡雏#%$

"(! "#$-,$ Z#"$ +#(-"$ 乙型副伤寒#%$ "鼠伤寒#%$ "伤寒#"$ "马流产#"$

"(! "!#"$-.$
’#"$ "O#($ "C%#+$ "

C#.$ "Z#"$
*#!-!$

未上报#"$ "甲型副伤寒#"$ "拉古什#"$ "鼠伤寒#"$ "林登堡#"$ "波
纳雷恩#"$ "瓦诺#"$ "伤寒#"$

"(! "#$-,$ C"#"$ *#!-!$
未上报#%$ "婴儿#"$ "乙型副伤寒#%$ "拉古什#"$ "阿格玛#"$ "斯坦
利#"$

"(. "#$-,$ Z#"$ (#%-*$ 未上报#"$ "爪哇安娜#"$ "斯坦利#"$ "鼠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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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级检验机构的婴儿沙门菌血清学分型正确率统计
U:QFG+#’33PH:3K?4LGH?EK@;ABGS:FP:E;?A 4?H@:HE;3;@:EGL

:EJ;44GHGAEFGSGFL
检验机构级别 血清群正确个数#‘$ 血清型正确个数#‘$

省级# & t""$ ""#"$$-$$ "$#/$-/$

地市级# & t""%$ "$*#/+-($ ,"#+.-($

区县级# & t"*$ "*#"$$-$$ "!#*.-.$

合计# & t"("$ ".,#/,-%$ /+#+*-"$

%-+#复测阶段样品发放及结果概况
本次考核复测阶段针对 ., 家检验机构共计发

放菌球 """ 个#每家检验机构 . 个菌球$"+ 种沙门
菌阳性菌球和阴性菌球样品分别发放 ".’"%’".’
"%’"%’"%’., 个* 所有检验机构经复测后"沙门菌
定性检验项目和血清学分型项目结果均正确无误*

.#讨论
沙门菌是我国食源性疾病的重要病原菌之一"

食品中沙门菌的定性检验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工作的重要项目"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进行和结
果的准确性"开展相关质量控制考核以提高实验室
人员检测能力和实验室检测水平十分必要* 目前
国际上类似的能力验证计划或质控考核有 b9Y)
\ID#前身为全球沙门菌监测网"b9Y)\66$组织的
V_’6("$)和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b9Y)VCZC$ 组 织 的 外 部 质 量 保 证 项 目
#V_’$ ("") "其中前者主要针对沙门菌等食源性致病
菌的鉴定’血清学分型’抗生素敏感性测试等进行
考核"以评估和提高 \ID成员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和
监测质量"而后者主要针对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
的表型和基因型的分型进行考核*

本次质量控制考核是应监测网需求"面向监测
网范围内沙门菌检验相关工作的检验机构"选取食
品中常见血清型沙门菌"批量制作稳定性好’可信
度高的微生物质量控制样品"并模拟食品样品检验
流程进行考核"要求检验机构能够对考核样品中是
否含有沙门菌及其血清学分型进行正确检验操作
并上报结果* 本次考核样品为纯菌株"菌球内细菌
含量为 "$% m"$. CI70菌球"样品基质的污染水平设
置为 ( m($ CI70B"属于较高污染水平样品中沙门
菌检测考核"较易分离出沙门菌"因此本次考核重
点侧重于分离株的鉴定和分型* 考核样品的分组
和分发过程"能够保证各个血清型样品在全国范围
内以及不同级别检验机构之间的均一性"也有效避
免了个别检验机构私下沟通检验结果的问题* 考
虑到各级检验机构在监测工作中的定位’职责和实
验室配备"本次考核血清学分型结果仅纳入省级检
验机构考核满意度测算"地市级和区县级检验机构
只依据沙门菌定性检验结果测评* 经统计"本次考

核初测结果完全正确率为 ,%-+‘"经点分数法打分
后"总体满意率为 /%-+‘"比较以往数次监测网微
生物质量控制考核中沙门菌检验结果"本次考核满
意度较高或保持持平 (/""%)".) * 省级和地市级检验机
构考核满意率较区县级检验机构高".% 个不满意结
果来自地市级#"/ 个$和区县级#". 个$检验机构"

反映了不同级别检验机构在沙门菌实际定性检验
能力上仍存在一定差别"这一点与以往考核类
似 ("%) * 从考核错误类别看"所有检验机构中假阴性
错误仅 " 个"主要为假阳性错误"提示各级检验机构
监测实验室对本次考核污染水平样品中沙门菌的
检出和鉴定具有较好的检验能力"但个别实验室在
高水平污染样品中仍然出现假阴性"需要进一步提
高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技术水平* 另外本次考核
中假阳性率为 ,-(‘"经沟通得知部分出现假阳性
结果的实验室存在以下问题%#"$考核操作过程中
存在样品交叉污染&#%$部分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测
可能存在相关 ZD’污染源或分区不明的情况&
#.$主观臆断阴性样品在内的 . 个考核样品均含沙
门菌* 初测后对出现假阳性结果的实验室要求排
查原因进行整改"并发放样品参加复测"复测结果
均顺利通过"提示各监测实验室仍需要在实际工作
中加强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降低实际样品中沙门
菌多检可能性* 另外"顺序错误在省级以下检验机
构出现 "( 例"经沟通多为收样部门与检测部门交接
过程中存在失误导致"考虑到实际检验工作中该错
误也会带来较大问题"出现该错误的检验机构需要
强化相关制度和管理"避免该类错误发生*

据 %$"! 年 V_’6 考核报告 ("() "自 %$$$ 年开始
组织沙门菌血清学分型考核以来"平均考核全部正
确率为 *!‘#,%‘ m/%‘$"而 %$"! 年中国沙门菌
血清学分型正确率为 ,*‘ #全球平均为 *,‘$"与
东南亚’拉丁美洲’中亚和中东地区位于同一水平
#,$‘ m*/‘$"而距离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
区#/$‘ m"$$‘$还有较大差距* 本次考核中血清
学分型虽未纳入省级以下实验室考核满意度测算"
但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摸底了解了各级监测实验室
特别是基层实验室沙门菌血清学分型能力#血清试
剂配备’理论知识及技术方法等$概况* 经统计"血
清群和血清型正确上报率分别为 /(-%‘和 *.-"‘"
不同级别检验机构之间血清群正确率差异无统计
意义#Ez$-$!$"表明各级检验机构监测实验室对
我国食品中沙门菌常见血清群具有较好的鉴定能
力"也表明血清型错误的主要情况为鞭毛抗原的鉴
定&血清群和血清型均正确的比例为 *$-,‘"与
V_’6 考核中国地区的考核水平相符"但本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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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检验机构仅对 % 株常见血清型菌株进行测定"
而 V_’6 考核为 * 株菌株且半数以上为非常见血清
型"考核难度更大"因此总体看我国监测实验室具
备一定的沙门菌血清学分型能力"但在非常见血清
型别鉴定能力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自 %$$$ 年以
来"V_’6 考核每年均会有 " 株内部质量控制菌株"
用于把控该年度 V_’6 整体参与单位考核情况"基
本均为肠炎沙门菌#%$$%’%$$. 和 %$$! 年除外$"平
均考核正确率为 /(‘ ("() "从本次考核结果看"肠炎
沙门菌菌球样品的正确率仅为 **-*‘"表明检验机
构的血清学分型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本次考核
中"不同级别检验机构间血清型正确率存在一定差
异"部分菌球样品的考核情况"地市级检验机构低
于省级甚至区县级"如本次考核菌株中较难的婴儿
沙门菌#血清型错误率高达 ."-/‘$"出现血清型错
误的检验机构中有 /"-"‘ #("0(!$为地市级"( 个
血清群错误的检验机构均为地市级"部分地市级检
验机构需要认真查找原因并改进以提升相关能力
水平*

本次监测网质量控制考核主要针对食品样品
中沙门菌的定性检验和沙门菌血清学分型两方面"
前者关乎我国监测网中沙门菌相关数据收集的准
确性和菌株的可靠性"后者从更深层面反映了实验
室沙门菌检验能力水平* 总体来说"本次考核提示
监测网中各级检验机构的沙门菌定性检验能力水
平基本能够满足监测工作任务需求"但部分实验室
特别是区县级检验机构"需进一步加强质量控制以
降低内部污染带来的假阳性&在血清学分型方面"
各级实验室的血清分群能力均较好"但整体血清型
鉴定水准特别是非常见沙门菌血清型的鉴别"距离
国际先进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地市级和区
县级检验机构"其血清学分型能力受理论’技术和
配备等多种原因限制"仍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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