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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陕西杨凌及周边地区零售分割鸡肉中沙门菌的污染状况及其药敏性!血清型和基于脉冲场

凝胶电泳(_H]Y)的基因型%为预警食源性沙门菌疾病暴发提供数据基础" 方法$采用 ]P!%-(/!*’"&"#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对陕西杨凌及周边地区采集的 &-- 份零售分割鸡肉中沙门菌

进行分离和鉴定%并进行血清学分型" 采用 _H]Y方法确定沙门菌 S=+酶切电泳图谱%使用 P<9=RMAF<3K软件聚

类分析电泳结果%确定沙门菌基因型" 结果$&-- 份零售分割鸡肉中共有 #! 份( &-/&^)样品检出沙门菌%农贸

市场样品沙门菌检出率(’!/.^%’(0&&-)高于超市(%/&^%)0%") " 鸡腿!鸡爪!鸡脖和鸡肝样品中沙门菌检出率

高于鸡肠和鸡胗" #! 株沙门菌中共检出 &" 种血清型%其中科瓦利斯沙门菌最为流行%高于德尔卑沙门菌和鼠伤

寒沙门菌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p"/")) " 分离株均对磺胺异噁唑!氯霉素!头孢噻呋和环丙沙星耐药%对甲氧

苄啶0磺胺甲噁唑!萘啶酮酸!四环素!链霉素!氨苄西林和阿莫西林0克拉维酸的耐药率均在 )"^以上" #! 株沙

门菌 _H]Y分型后可被分为 && 个簇%同一血清型菌株基本聚于同一大簇%同一时间!从相同市场采集的不同样

品%其分离株 _H]Y型相似度均较高%表明分割鸡肉在加工或销售过程可能存在交叉污染" 农贸市场分离菌株

基因型多样性比较丰富" 结论$杨凌及周边地区零售分割鸡肉存在沙门菌污染%沙门菌血清型和基因型多样

化%耐药菌株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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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 5+,6($%,,+#是一种大多菌体有周生鞭
毛.无芽胞的革兰阴性肠杆菌&也是导致食物中毒
的重要病原菌 , &- &引起的疾病主要有胃肠炎型 "即
食物中毒#.伤寒型.败血症型及肠道外局部感染&
其中以胃肠炎型最为常见 , ’,#- /

到目前为止&约有 ’ .&" 种以上的沙门菌血清型
被发现&其中引起人类疾病的主要有肠炎沙门菌和包
括副伤寒甲杆菌.副伤寒乙杆菌.鼠伤寒杆菌.副伤寒
丙杆菌和猪霍乱杆菌等的伤寒沙门菌,!- / 沙门菌抗
原种类复杂&菌型繁多&很多菌株可在人和动物之间
发生交叉感染,),.- &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引起的病例
约有 & ."" 万例&死亡率约为 #/%)^,%- /

’"&&!’"&#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对
我国 . 个省市售生鸡肉中沙门菌的污染水平进行了
系统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零售生鸡肉存在沙门
菌污染 , -- / 据测算&我国每年沙门菌食物中毒发病
人数可达 #"" 万人次&其中近半数与生鸡肉沙门菌
交叉污染有关 , (- / 虽然很多调查已从牛肉.猪肉.

蛋.奶和家庭环境中分离到该菌&但研究 , &",&!-表明
鸡与鸡肉制品是沙门菌的主要感染载体/ 除石颖
等 , &)- .刘业兵等 , &.- .潘志明等 , &%- .杨保伟等 , &-- .王
银等 , &(-研究了陕西省部分地区零售鸡肉源沙门菌
的药敏性.血清型和基因型外&近年鲜见其他关于
专门针对鸡心.鸡胗和鸡肝等零售分割鸡肉中沙门
菌的污染调查及特性研究/

本研究调查了 ’"&!!’"&) 年陕西杨凌及周边
地区零售分割鸡肉中沙门菌的污染状况&并对分离
株的相关特性进行了研究&旨在掌握市售分割鸡肉
中沙门菌的危害状况&为预警和控制该菌的流行及
风险监测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采集和试验菌株

’"&!!’"&) 年从陕西杨凌及周边地区各大超
市和农贸市场共采集 &-- 份零售分割鸡肉样品&包
括鸡心 ’# 份.鸡肝 ’& 份.鸡肠 && 份.鸡脖 ’& 份.鸡

翅 ’% 份.鸡腿 ’% 份.鸡爪 &( 份.鸡胸 ’. 份.鸡胗
&# 份&其中农贸市场采集 &&- 份&超市采集 %" 份/

沙门菌鉴定用标准菌株"CQ’#&药敏性检测用
标准菌株为大肠埃希菌"+Q??’)(’’#和粪肠球菌
"+Q??’(’&(#&脉冲场凝胶电泳"_H]Y#分型用标
准菌株">(-&’#&均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研究
院提供/
&/&/’$主要仪器与试剂

NB?B3OAF聚合酶链式反应"_?*#仪._9VAF_D3
PDK<3电泳仪.]AOS937:<UAFKDO>99I",J=%.J0"!’#"
凝胶成像系统均购自美国 P<9,*DI&N<3F9J3D: 浊度仪
"美国 SDIAPA5F<:;#&=7,!’),!""Y生物安全柜&
N<OO<,c超 纯 水 器 "法 国 N<OO<T9FA#&iJ’"! 天 平&
_C’"’,J 万分之一天平&)!&)S小型台式高速离心机/

_H]Y专用琼脂糖" JAD@AM]9OI +;DF9KA&美国
?DMEFAX#&十二烷基硫酸钠"JSJ#.三羟甲基氨基甲
烷盐酸"QF<K,>?O#.乙二胺四乙酸"YSQ+#均购自美
国 J<;MD&蛋白酶 @.限制性内切酶 =;+ #均购自宝
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缓冲蛋白胨水"P_6#.
四硫磺酸钠煌绿增菌液基础"QQP#及添加剂.氯化
镁孔雀绿增菌液 "NN#.麦康凯.NRAOOAF,><:G9:
"N>#琼脂.CRF<D,PAFGD:<"CP#琼脂和 CP肉汤培养
基均购自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iCS.iCQ!
培养基基础和添加剂均购自美国 PS&沙门菌 W多
价抗血清.W群抗血清.W单因子抗血清.>多价抗血
清.>相抗血清.>单因子抗血清和 >抗原诱导相抗
血清均购自泰国 Jl+/ 抗生素药物敏感性检测用抗
生素为$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卡那霉素.链霉素.氨苄
西林.阿莫西林0克拉维酸.头孢噻呋.头孢曲松.头孢
西丁.甲氧苄氨嘧啶0磺胺甲噁唑.氯霉素.环丙沙星.
磺胺异噁唑.萘啶酮酸和四环素/
&/’$方法
&/’/&$沙门菌分离和鉴定

沙门菌的分离和鉴定主要参照 ]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
氏菌检验) , ’"-进行但略有改动/ QQP和 NN选择性
增菌后&使用接种环将 QQP增菌液划线于 iCQ!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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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NN增菌液划线于 iCS培养基&#% m培养
&-‘’! 5 后挑取沙门菌疑似菌落/ 沙门菌疑似菌株
使用血清鉴定后保存在j-" m冰箱&备用/ 每份阳
性样品保留 & 株菌株用于进一步研究/
&/’/’$药物敏感性检测

采用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O<:<3DO
D:I CDE9FDG9FBJGD:IDFIK[:KG<GRGA&?CJ[#推荐的琼脂
稀释法 , ’&-测定各种供试抗生素对沙门菌的最小抑
菌浓度/ 按照 ?CJ[标准判读结果并确定耐药表型&
使用大肠埃希菌"+Q??’)(’’#和粪肠球菌"+Q??
’(’&’#作为药敏性检测的标准质控菌株/
&/’/#$血清学分型

沙门菌血清学鉴定和分型在陕西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进行/ 鉴定和分型按照沙门菌诊断血清
操作步骤进行&查阅沙门菌抗血清诊断附录和沙门
菌检验国家标准 , ’"- &根据测定得到的抗原式确定沙
门菌血清型/
&/’/!$_H]Y分型

_H]Y分型按照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S?#
制定的分型方案 , ’’-进行/ 供试菌株琼脂糖固定.裂
解.洗涤后&将包埋有 S=+的胶条在 #% m水浴中使
用 =;+ #酶")" 70样#酶切 &/)‘’ 5&获得的限制性
S=+使用 _H]Y进行分型&电泳缓冲液为 "/) n
QPY&电泳时间为 &- 5&电泳温度为 &! m&脉冲时间
为 ’/&.‘.#/- K/ 凝胶使用 ]AO*AI 染色后在凝胶
成像系统成像&分型结果使用 P<9=RMAF<3K软件
"UAFK<9: #/"#进行聚类分析&确定沙门菌的基因型
和同源关系/
&/#$统计学分析

采用 J_JJ ’"/" 对不同样品来源.不同采样环
$$$$

境阳性样品检出率及药敏性结果进行卡方检验&以
3p"/")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分析
’/&$零售分割鸡肉中沙门菌污染状况

&-- 份零售分割鸡肉样品中共 #! 份检出沙门
菌&总检出率为 &-/&^"见表 &#/ 沙门菌阳性样品
在不同采样地点检出率不同&农贸市场采集的样品
沙门菌检出率为 ’!/.^" ’(0&&-#’超市检出率为
%/&^")0%"#/

表 &$零售分割鸡肉样品中沙门菌检出情况
QDEOA&$_FAUDOA:3A945+,6($%,,+ <: FAGD<OFDV35<3LA: 3RGK

样品 样品份数 检出样品份数 检出率 0̂

鸡爪 &( ) ’./#

鸡腿 ’% % ’)/(

鸡肝 ’& ) ’#/-

鸡脖 ’& ) ’#/-

鸡心 ’# ! &%/!

鸡胸 ’. # &&/)

鸡翅 ’% # &&/&

鸡肠 && & (/&

鸡胗 &# & %/%

合计 &-- #! &-/&

’/’$沙门菌的药敏性
本研究共分离到 #! 株沙门菌&所有菌株均对磺

胺异噁唑.氯霉素.头孢噻呋和环丙沙星耐药/ 对
甲氧苄啶0磺胺甲噁唑.萘啶酮酸.四环素.链霉素.
氨苄西林.阿莫西林0克拉维酸的耐药率均在 )"^
以上&见表 ’/ 依据抗生素种类&发现所有菌株均对
供试的氯霉素类抗生素耐药&对磺胺类."氟#喹诺
酮类.四环素类.!,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情况比较
严重/

表 ’$零售分割鸡肉源沙门菌的药敏性
QDEOA’$+:G<E<9G<3KRK3ATG<E<O<GB94FAGD<OFDV35<3LA: 3RGK5+,6($%,,+

抗生素种类 抗生素名称
耐药菌株数"耐药率 0̂ #

超市
" $b)#

农贸市场
" $b’(#

合计
" $b#!#

磺胺类

氯霉素类

"氟#喹诺酮类

头孢菌素类

!,内酰胺类"抑制剂#

氨基糖苷类

四环素类

磺胺异噁唑 ) "&!/%# ’( "-)/## #! "&""/"#

甲氧苄啶0磺胺甲噁唑 ) "&!/%# ’- "-’/!# ## "(%/&#

氯霉素 ) "&!/%# ’( "-)/## #! "&""/"#

萘啶酮酸 ) "&!/%# ’) "%#/)# #" "--/’#

环丙沙星 ) "&!/%# ’( "-)/## #! "&""/"#

头孢曲松 ! "&&/-# ! "&&/-# - "’#/)#

头孢噻呋 ) "&!/%# ’( "-)/## #! "&""/"#

头孢西丁 & "’/(# & "’/(# ’ ")/(#

阿莫西林0克拉维酸 ) "&!/%# &# "#-/’# &- ")’/(#

氨苄西林 ) "&!/%# &# "#-/’# &- ")’/(#

卡那霉素 & "’/(# && "#’/!# &’ "#)/##

庆大霉素 ! "&&/-# ! "&&/-# - "’#/)#

链霉素 ! "&&/-# &% ")"/"# ’& ".&/-#

阿米卡星 # "-/-# ! "&&/-# % "’"/.#

四环素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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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得到的沙门菌至少可耐受 . 种抗生素&对
&" 种抗生素产生抗性的菌株最为常见"’#/)^#&明
显高于对 ..%.&’.&# 和 &! 种抗生素耐药的菌株比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p"/")#&但与对 -.( 和
&& 种抗生素耐药的菌株比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k"/")#&见表 #/

表 #$#! 株沙门菌多重耐药状况

QDEOA#$NROG<IFR;FAK<KGD:3A94#! 5+,6($%,,+ <K9ODGAK
抗生素种数 耐药菌株数 占比 0̂
. ’ )/(E

% ’ )/(E

- % ’"/.D

( ! &&/-DE

&" - ’#/)D

&& . &%/.DE

&’ & ’/(E

&# # -/-E

&! & ’/(E

注$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k"/")#

’/#$血清型分析
’/#/&$沙门菌血清学分型结果

#! 株沙门菌中共检出 &" 种血清型/ 其中&
科瓦利斯沙门菌 " ’(/!^#的检出率明显高于除
布洛克利沙门菌外的其他 - 种血清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3p"/")# / 除科瓦利斯沙门菌外&其
他 ( 种血清型沙门菌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k"/")# /

从农贸市场采集的零售分割鸡肉中共分离出
’( 株沙门菌&涵盖 ( 种血清型/ 其中&科瓦利斯沙
门菌的检出率明显高于除印第安纳沙门菌以外的
其他 - 种血清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p"/")#/ 从
超市采集的零售分割鸡肉中分离出 ) 株沙门菌&共
检出 ’ 种血清型&# 株为布洛克利沙门菌&’ 株为印
第安纳沙门菌/ 与农贸市场比较&在超市检出的沙
门菌血清型分布相对单一&见表 !/

表 !$#! 株沙门菌的血清型分布

QDEOA!$S<KGF<ERG<9: 945+,6($%,,+ KAF9UDF94G5A#! <K9ODGAK

血清型
菌株数"^#

超市
" $b)#

农贸市场
" $b’(#

合计
" $b#!#

科瓦利斯"?9FUDOO<K# " ""/"# &" "#!/)#+ &" "’(/!#D

布洛克利"PO93LOAB# # "."/"# & "#/!#P ! "&&/-#DE

德尔卑"SAFEB# " ""/"# # "&"/##P # "-/-# E

鼠伤寒"QBT5<MRF<RM# " ""/"# # "&"/##P # "-/-# E

旺兹沃思"6D:IKV9FG5# " ""/"# # "&"/##P # "-/-# E

汤卜逊"Q59MTK9:# " ""/"# # "&"/##P # "-/-# E

姆班达卡"NED:IDLD# " ""/"# ’ "./(#P ’ ")/(# E

肠炎"Y:GAF<G<I<K# " ""/"# ’ "./(#P ’ ")/(# E

火鸡"NAOAD;F<I<K# " ""/"# ’ "./(#P ’ ")/(# E

印第安纳"[:I<D:D# ’ "!"/"# " ""/"# ’ ")/(# E

注$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k"/")#

’/#/’$不同类型零售分割鸡肉中沙门菌血清学分
型结果

鸡肠和鸡胗中分离到的沙门菌血清型比较单
一&主要为德尔卑和旺兹沃思血清型/ 在其他零售
分割鸡肉中分离的沙门菌中均检出 # 种以上的血清
型&科瓦利斯沙门菌在鸡心.鸡肝.鸡腿.鸡胸.鸡
翅.鸡脖和鸡爪中均有检出&分布较广"表 )#/

表 )$不同零售分割鸡肉中沙门菌的血清型分布

QDEOA)$JAF9GBTAI<KGF<ERG<9: 945+,6($%,,+ <: I<44AFA:G

FAGD<OFDV35<3LA: 3RGK
样品类型 沙门菌血清型
鸡爪 科瓦利斯.德尔卑.鼠伤寒.肠炎
鸡腿 科瓦利斯.布洛克利.鼠伤寒.旺兹沃思.汤卜逊
鸡肝 科瓦利斯.德尔卑.旺兹沃思.姆班达卡
鸡脖 科瓦利斯.火鸡.印第安纳
鸡心 科瓦利斯.布洛克利.姆班达卡.肠炎
鸡胸 科瓦利斯.汤卜逊.火鸡
鸡翅 科瓦利斯.布洛克利.印第安纳
鸡肠 德尔卑
鸡胗 旺兹沃思

’/!$_H]Y分型
#! 株沙门菌经过 =;+ #酶切._H]Y电泳和

P<9=RMAF<3K软件聚类分析后&菌株的基因型及其同
源关系如图 & 所示/ 按照 ("^的同源性&#! 株菌可
被分为 +‘@共 && 个簇/ 虽然沙门菌来源不同&但
同一血清型的菌株经 _H]Y分型后基本处于同一大
簇/ 如 +簇的科瓦利斯沙门菌源于 ’ 次不同采样
时间在 ’ 个不同的市场采集的 . 种零售分割鸡肉&
?簇的布洛克利沙门菌源于 ’ 次不同时间在 # 个市
场采集的 # 种零售分割鸡肉/ 此外&从图中还可以
看出&源于同一时间.从相同市场采集的不同零售
分割鸡肉分离到的菌株 _H]Y型均具有较高的相
似度/

#$讨论
沙门菌是一类致病性较强的革兰阴性肠杆菌&

人畜被沙门菌感染后&可能会呈现带菌无症状状
态&也可能使病态加重.死亡率升高.动物繁殖能力
降低 , ’#,’!- / 因食品污染而暴发的疾病&经常会出现
在同席或集体食堂&导致多人同时发病&对公共卫
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 ’),’.- /

动物性食品是人类沙门菌病的重要传染源之
一 , ’%,#"- / ’""’!’""% 年&陕西省 - 个监测点 &! 类
食品中沙门菌检出率为 %/%%^, #&- ’’"&# 年&石家庄
市 ##& 份鸡肝.鸡心和鸡胸样品中沙门菌检出率分
别为 #%/).^. &&/&&^和 #/%"^, #’- &平均检出率
"’./-(^#略高于本研究"&-/&^#/ 虽然不同零售
分割鸡肉中沙门菌污染情况不同&但沙门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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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类型零售分割鸡肉中 #! 株沙门菌的 _H]Y分型结果
H<;RFA&$*AKROGK94_H]YKREGBT<:;49F#! 5+,6($%,,+ <K9ODGAK<: I<44AFA:GFAGD<OFDV35<3LA: 3RGK

于消费者经常食用的食品原料中对食品安全是一
个重大隐患/

在动物饲养和疾病预防.治疗过程以及人类沙
门菌病治疗过程中&抗生素往往作为首选/ 据报
道 , ##- &每年约有 &’ """ 吨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
用于动物饲养&("" 吨用于动物治疗&& #"" 吨用于
人类治疗&人类抗生素的使用量约为动物的十分之
一/ 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导致沙门菌耐药性逐年增
加&耐药谱加宽&给动物生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
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 , #!- / 王嘉炜等 , #!- .申永秀
等 , &&-和郭云昌等 , #)-研究表明&沙门菌不但对一些
常用抗生素耐药率较高&且大部分菌株表现为多重
耐药/ 与之比较&本研究发现沙门菌对部分抗生素
的耐药率更高&多重耐药性普遍存在/ 对此&相关
农业和畜牧业管理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加强对动物
养殖和临床治疗中抗生素的使用和监管&控制耐药
菌的进一步产生和传播/

’""-!’"&" 年北京市分离的 ’’" 株食源性沙
门菌 中 共 有 #( 种 血 清 型& 其 中 肠 炎 沙 门 菌
"#)/""^#和鼠伤寒沙门菌 " &)/!)^#为优势血清
型 , #.- / ’"&# 年石家庄市零售鸡肉中分离到的沙门
菌中优势血清型为肠炎沙门菌.印第安纳沙门菌和
山夫登堡沙门菌 , #’- / 与现有研究比较&本研究检出
的沙门菌优势血清型稍有差异&一方面可能与肉鸡
本身感染的沙门菌种类有关&另外可能与采集的鸡
心.鸡肝和鸡腿等零售分割鸡肉在加工.贮藏或销
售过程发生交叉污染有关/

本研究从农贸市场零售分割鸡肉分离菌株

中鉴定出的血清型种类较多&这可能与其菌株数
量较多有关&也可能与农贸市场生产经营环境一
般较差.食品大多为未包装存放.发生交叉污染
的可能性较大有关/ 虽然 &" 株科瓦利斯沙门菌
分离自不同采样时间.不同摊位.不同类型的样
品&但这些摊位全部来自同一家大型农贸市场’
_H]Y分型结果也表明这些菌株的基因型基本相
同&说明这些同种血清型的沙门菌很可能是同一
克隆系的菌株&且在当地流行较广&持续时间较
长’因此&从该农贸市场采购食品或食品原料的
消费者群体中&可能具有较高的科瓦利斯沙门菌
感染风险/

a>+=]等 , #%-将 ’""-!’"&’ 年上海市沙门菌
病临床患者和相关食品中分离的 %% 株沙门菌进行
双酶切"=;+ #和 >,$ ##_H]Y分型研究&表明沙
门菌病临床患者分离菌株与患者购买食品地域分
离的鸡肉源沙门菌亲缘关系较近/ 本研究采用
_H]Y对 #! 株沙门菌进行分型结果表明&除少数具
有同一血清型菌株的基因型比较分散外&大部分同
一血清型菌株的基因型比较相似&这与杨保伟等 , &--

对陕西省零售禽畜肉中沙门菌的研究结果一致/

不同零售鸡肉携带基因型相似的沙门菌&可能是这
些沙门菌为肉鸡体内.养殖或屠宰环境中的常居
菌&也可能是通过空气.饮用水或生产设备进一步
污染整鸡或分割鸡肉产品而出现&因此在实际生产
中应加强各环节的管理&保障食品安全/

总之&杨凌及周边地区零售分割鸡肉存在一定
程度.不同血清型的沙门菌污染&多重耐药现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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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普遍/ 同一血清型沙门菌基因型相似度较高&污
染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与农
业和畜牧业生产管理部门联合&从源头控制沙门菌
污染&防止鸡肉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沙门菌的交叉污
染&保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健康/

参考文献
, & -$彭峻烽& 曾杭& 吴思凡&等2成都地区鸭源沙门氏菌的分离鉴

定及其耐药特征.毒力基因分析,\-2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 #!"## $’&%,’’#2

, ’ -$69FOI >ADOG5 WF;D:<fDG<9:2WUAF39M<:;D:G<M<3F9E<DOFAK<KGD:3A$

69FOI >ADOG5 WF;D:<fDG<9: FAT9FG9: <:4A3G<9RKI<KADKAK,N-2

_REO<3DG<9: ?9IA$ 6>W0?S?&’"""2

, # -$刘聪& 黄世猛& 计成&等2植物乳酸杆菌对感染肠炎沙门氏菌

蛋鸡生产性能.蛋品质及血浆生化指标的影响,\-2中国畜牧

兽医& ’"&-& !)")# $%%,-#2

, ! -$赵建梅& 李月华& 宋传周&等2_?*鉴定沙门氏菌血清分型方

法的建立与应用,\-2中国动物检疫& ’"&-&#)"&# $%#,%%2

, ) -$王丽君& 韩爱芝& 杨玲&等2’"&% 年沙门氏菌能力验证的结

果与分析 ,\-2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 ( " % # $

&)’(,&)##2

, . -$钟舒红& 冯世文& 李军&等2广西畜禽产品中沙门氏菌血清

型.耐药性及耐药基因调查 ,\-2中国畜牧兽医& ’"&-& !)

"## $%%",%-"2

, % -$徐仕忠2家禽沙门氏菌病的控制 ,\-2兽医导刊& ’""- " !# $

#%,#-2

, - -$>78\& >Y88& 6+=]8*& AGDO2JAF9UDFI<UAFK<GBD:I

D:G<M<3F9E<DOFAK<KGD:3A 94:9:,GBT59<IDO 5+,6($%,,+ %$8%*#:+

FA39UAFAI 4F9MFAGD<O35<3LA: 3DF3DKKAK49FKDOA<: I<44AFA:GFA;<9:K

94?5<:D,\-2H99I ?9:GF9O& ’"&%&-&")# $!.,)!2

, ( -$高晓平&胡慧&李苗云&等2超市畜产品沙门氏菌污染状况调

查及控制方法探讨,\-2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 !" .# $

!%)&!%%2

,&"-$严惠馨&徐鹤峰& 佟彦林&等2动物沙门氏菌病的防制 ,\-2现

代畜牧兽医& ’"&-"## $’-,#&2

,&&-$申永秀& 周丽萍& 王艳&等2不同来源沙门氏菌耐药性及相关

性研究 , \-2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 ( " % # $

&)&#,&)&%2

,&’-$杨满军& 张彩峡2沙门氏菌耐药谱分析 ,\-2山西农经& ’"&-

"&# $.-2

,&#-$曾金金& 赵玮2分离沙门氏菌的注意事项,\-2家禽科学& ’"&-

"&# $ #-,#(2

,&!-$张博&高原&姚伟2鸡粪源性沙门氏菌的耐药特性,\-2养殖与

饲料& ’"&-"## $&-,&(2

,&)-$石颖& 杨保伟& 师俊玲&等2陕西关中畜禽肉及凉拌菜中沙门

氏菌污染分析,\-2西北农业学报& ’"&&& ’""%# $’’,’%2

,&.-$刘业兵& 张文龙& 潘志明&等2陕西关中地区鸡白痢沙门氏菌

的药敏试验,\-2畜牧兽医杂志& &((("’# $%,(2

,&%-$潘志明& 焦新安& 刘文博&等2鸡白痢沙门氏菌耐药性的监测

研究,\-2畜牧兽医学报& ’""’& ##"!# $#%%,#-#2

,&--$杨保伟& 张秀丽& 曲东&等2’""%!’""- 陕西部分零售畜禽肉

沙门氏菌血清型和基因型 ,\-2微生物学报& ’"&"& )"" )# $

.)!,.."2

,&(-$王银& 杨保伟& 崔玥&等2’"&" 年中国鸡肉中沙门氏菌的

_H]Y分型及质粒分型研究,?-00杭州$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年会&’"&!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P!%-(/!!’"&", J-2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2

,’&-$?O<:<3DO CDE9FDG9FB D:I JGD:IDFIK [:KG<GRGA2 _AF49FMD:3A

KGD:IDFIK49FD:G<M<3F9E<DOKRK3ATG<E<O<GBGAKG<:;$N&"",J’", J-2

?O<:<3DOCDE9FDG9FBD:I JGD:IDFIK[:KG<GRGA$6DB:A&_+&’"&"2

,’’-$*[PWQYN& H+[*N+& ]+7QWN*& AGDO2JGD:IDFI<fDG<9: 94

TROKAI,4<AOI ;AOAOA3GF9T59FAK<KTF9G939OK49FG5AKREGBT<:;94

<&:"%*#:"#+ :(,#W&)% r>%& 5+,6($%,,+& D:I 5"#2%,,+ 49F

_ROKA=AG,\-2H99IE9F:A_DG59;A:KD:I S<KADKA& ’"".& #" &# $

)(,.%2

,’#-$李杰& 丁承超& 翟续昭&等2沙门氏菌检测技术研究进展,\-2

微生物学杂志& ’"&%& #%"!# $&’.,&#’2

,’!-$张勤& 池明月2沙门氏菌快速检测的研究进展 ,\-2医学理论

与实践& ’"&-& #&"&"# $#.,#-2

,’)-$陈静文& 张轶群& 王树坤&等2一起农村婚宴引起的沙门氏菌

食源性 疾 病 暴 发 , \-2现 代 预 防 医 学& ’"&.& !# " &# # $

’!.’,’!.)2

,’.-$李光辉& 高雪丽& 郭卫芸&等2&((.!’"&) 年间沙门氏菌食物

中毒事件特征分析,\-2食品工业& ’"&-& #(")# $’)(,’.&2

,’%-$李滨洲& 陈飞& 郭珍珍&等2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

质谱技术分离鉴定生鲜猪肉中沙门氏菌0大肠杆菌类似菌

,\-2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 $%&%,%’’2

,’--$刘琳2沙 门 氏 菌 的 研 究 进 展 , \-2科 技 经 济 导 刊& ’"&%

"&(# $&)(2

,’(-$张志强& 陈雅丽& 刘红丽&等2’"&)!’"&. 年陕西汉中市食品

中沙门氏菌污染状况调查分析,\-2医学动物防制& ’"&-&#!

"&# $#&,##2

,#"-$刘豪2沙门氏菌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及其防治,\-2畜牧兽医

科学"电子版# & ’"&%"(# $’(2

,#&-$席昭雁& 张阿峰& 吴荣&等2陕西省食品中沙门氏菌监测研究

,\-2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 &)"-# $.%&,.%#2

,#’-$郭玉梅& 秦丽云& 徐保红&等2石家庄 ’"&# 年鸡肉沙门菌污染

状况分析 ,\-2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 " &( # $ ’-.%,

’-.-&’-%&2

,##-$林殷2水环境中典型抗生素的残留水平及其分布 ,S-2广州$

中山大学&’""-2

,#!-$王嘉炜&肖英平&杨华&等2鸡肉源沙门氏菌血清型.药敏性及

部分耐药基因研究,\-2食品科学& ’"&%& #-"&)# $&!",&!.2

,#)-$郭云昌&刘秀梅2市售鸡肉中沙门菌分离株多重耐药谱测定

,\-2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 $&"",&"#2

,#.-$张新&刘桂荣&黄芳&等2’""-!’"&" 年北京市沙门菌血清型

和药物敏感分析 ,\-2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 &’ " &&# $

-((,("&2

,#%-$a>+=]aH& ?+W?8& C[7P& AGDO2?9MTDFDG<UAKGRIB9:

D:G<E<9G<3FAK<KGD:3AD:I S=+ TF9sOAK945+,6($%,,+ %$8%*#:+

KAF9UDFQBT5<MRF<RM<K9ODGAI 4F9M5RMD:K& FAGD<O499IK& D:I G5A

A:U<F9:MA:G<: J5D:;5D<& ?5<:D,\-2H99IE9F:A_DG59;A:KD:I

S<KADKA&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