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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2010—2018 年江苏省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监测结果研究

倪云龙,乔昕,王燕梅,田亭,霍翔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目的 　 掌握江苏省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水平和趋势,为风险评估提供基础定量数据。 方法 　
2010—2018 年在江苏省 13 个市的流通和餐饮环节的不同场所,采集 8 类淡水产品 1

 

170 份,按照 GB
 

4789. 7《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进行副溶血性弧菌的定性和定量检验,使用@ RISK 软件对

数据进行模拟分析,拟合定量污染数据。 结果 　 1
 

170 份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 28. 0%,污染水平为

( -1. 01±1. 58)
 

lg
 

MPN / g,毒力基因携带率 3. 7%。 内陆地区副溶血性弧菌检出率和污染水平高于沿海地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 05)。 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不同种类、不同月份和季度检出率和污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不同采样场所检出率和污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副溶血性弧菌污染

水平分别为(-0. 89±1. 59)
 

lg
 

MPN / g 和(-1. 56±1. 54)
 

lg
 

MPN / g;第二季度污染水平最高为(-0. 56±1. 72)
 

lg
 

MPN / g;
饭店 / 酒 店 污 染 水 平 最 高 为 ( - 0. 68 ± 1. 55 )

 

lg
 

MPN / g; 淡 水 虾 类 中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污 染 水 平 最 高 为

( -0. 44±1. 68)
 

lg
 

MPN / g。 结论 　 江苏省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严重,副溶血性弧菌的污染由海产品向淡

水产品转移,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且有高于沿海地区的趋势。 淡水产品可能是引起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的

危险因素之一,淡水虾类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严重,需对淡水产品开展风险评估。

关键词:淡水产品;
 

副溶血性弧菌;
 

监测;
 

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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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ntamination
 

level
 

and
 

trend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 VP )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provide
 

basic
 

quantitative
 

data
 

for
 

the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samples
 

form
 

8
 

categories
 

freshwater
 

products
 

were
 

collected
 

from
 

2010
 

to
 

2018.
 

The
 

sampling
 

sites
 

include
 

different
 

locations
 

of
 

circulate
 

and
 

catering
 

links
 

in
 

13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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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obtained
 

by
 

method
 

based
 

on
 

GB
 

4789. 7
 

“ Food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Examination
 

of
 

Vibrio
 

parahemolyticus” .
  

@ RISK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fitting
 

quantitative
 

contamination
 

data.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VP
 

in
 

1
 

170
 

freshwater
 

products
 

was
 

28. 0%
 

and
 

3. 7%
 

VP
 

carried
 

virulence
 

gene.
 

The
 

contamination
 

levels
 

of
 

VP
 

in
 

freshwater
 

products
 

was
 

( -1. 01±1. 57)
 

lg
 

MPN / g.
 

The
 

detection
 

rate
 

and
 

contamination
 

levels
 

of
 

VP
 

in
 

inland
 

areas
 

was
 

higher
 

than
 

coastal
 

area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 05) .
 

The
 

difference
 

of
 

detection
 

rates
 

and
 

contamination
 

levels
 

in
 

different
 

years,
 

areas,
 

categories,
 

months
 

and
 

quarter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 05) .
 

While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ampling
 

site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 05) .
 

The
 

contamination
 

levels
 

of
 

VP
 

in
 

inland
 

areas
 

and
 

coastal
 

areas
 

were
 

( -0. 89±1. 59)
 

lg
 

MPN / g
 

and
 

( -1. 56±1. 54)
 

lg
 

MPN / g.
 

The
 

contamination
 

level
 

in
 

the
 

second
 

quarter,
 

in
 

the
 

restaurant / hotel
 

and
 

freshwater
 

shrimps
 

were
 

the
 

highest,
 

with
 

the
 

values
 

of
 

( -0. 56±1. 72)
 

lg
 

MPN / g,
 

( -0. 68±1. 55)
 

lg
 

MPN / g
 

and
 

( - 0. 44 ± 1. 68)
 

lg
 

MPN / g,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contamination
 

of
 

VP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Jiangsu
 

Province
 

was
 

seriously.
 

The
 

contamination
 

of
 

VP
 

had
 

shifted
 

from
 

seafood
 

to
 

freshwater
 

products
 

and
 

spread
 

from
 

coastal
 

areas
 

to
 

inland
 

areas.
 

Moreover,
 

the
 

contamination
 

of
 

inland
 

area
 

had
 

a
 

trend
 

to
 

exceed
 

the
 

coastal
 

areas.
 

Freshwater
 

products
 

might
 

be
 

the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the
 

disease
 

of
 

VP.
 

The
 

contamination
 

of
 

VP
 

in
 

freshwater
 

shrimps
 

were
 

seriously.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risk
 

assessment
 

for
 

freshwater
 

products.

Key
 

words:
 

Freshwater
 

products;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surveillance;
 

quantitative

　 　 副溶血性弧菌 ( Vibrio
 

parahaemolyticus,VP ) 是

一种遍布全球的海洋微生物 [ 1] ,又称嗜盐性弧菌、
海洋弧菌。 盐度和温度是影响 VP 活性的重要因

素 [ 2] 。 入海口水体、海底沉淀物、海生动物、浮游生

物以及各种海鱼和贝类中均可检出 [ 3] 。
2011—2015 年中国大陆地区由 VP 引起的食

源性疾 病 暴 发 事 件 数 分 别 为 72 起 [ 4] 、 73 起 [ 5] 、
89 起 [ 6] 、134 起 [ 7] 、 147 起 [ 8] ,由沙门氏菌引起的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数分别为 45 起 [ 4] 、60 起 [ 5] 、
74 起 [ 6] 、73 起 [ 7] 、 101 起 [ 8] 。 在中国, VP 已经超

过沙门氏菌,成为引起暴发事件最多的微生物性

致病因子。
近年国内的研究中,不断有 VP 污染淡水产品

和淡水水体的报道 [ 9-12] 。 本研究对 2010—2018 年

江苏省淡水产品中 VP 污染状况开展监测,并分析

VP 在淡水产品中的分布状况和污染水平,探讨其

与食源性疾病及暴发事件的关系,为风险评估提供

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来源
 

2010—2018 年对江苏省 13 个市的淡水产品进

行监测,共采集淡水产品样品 1
 

170 份,主要包括淡

水鱼类、淡水虾类、淡水蟹类、淡水螺类、淡水贝类、
淡水甲鱼和淡水蛙类。 检测项目为副溶血性弧菌,
覆盖流通和餐饮环节的不同场所。 严格按照无菌

采样程序,每份样品采集 500
 

g 检样或完整淡水产

品,2
 

h 内送至实验室检验。
1. 2　 主要试剂和仪器

 

3%氯化钠碱性蛋 白 胨 水 ( 3%
 

NaCl
 

APW ) 、
3%氯化钠三糖铁琼脂( 3%

 

NaCl
 

TSI) 、3% 氯化钠

胰酪胨大豆琼脂( 3%
 

NaCl
 

TSA) 、TCBS 琼脂,均购

自北京陆桥技术有限公司,VP 毒力基因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ATCC
 

17802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标 准 菌 株 和

ATCC
 

25922 大肠埃希氏菌标准菌株购自广东环

凯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

菌生化 / 药敏鉴定系统和 GN 鉴定卡购自法国生物

梅里埃公司,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购自美国 ABI
公司。
1. 3　 方法

 

1. 3. 1　 样品前处理

根据 GB / T
 

4789. 20—2003 《 食品卫生微生物

学检验
 

水产食品检验》 [ 13] 要求,针对不同类型淡

水产品,以无菌操作方式,选择适宜部位进行取

样,将取得的组织置于无菌袋内均质后,无菌称取

25
 

g 加入 225
 

mL 的 3%
 

NaCl
 

APW 增菌液中,均

质后备用。
1. 3. 2　 检验方法

按照 GB
 

4789. 7—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 14] 进行副溶

血性弧菌的定性和定量检测。 用 Vitek2
 

Compact 系

统和 GN 鉴定卡对可疑细菌进行鉴定。 使用水煮法

提取经过生化鉴定的副溶血性弧菌细菌组 DNA,使
用毒力基因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进行直接耐热溶

血素( tdh) 基因和耐热相关溶血素 ( trh) 基因的鉴

定。 实验过程以 ATCC
 

17
 

802 副溶血性弧菌为阳性

参照,以 ATCC
 

25922 大肠埃希氏菌为阴性参照对

整个检测过程进行质控。
1.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进 行 数 据 的 录 入 和 处 理, 使 用

SPSS22.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使用 Aicgis
 

10. 2
软件绘制污染物地图。 使用@ RISK

 

6. 1 软件对参

数进行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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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1　 总体检出情况

2010—2018 年共采集淡水产品 1
 

170 份, 在

328 份样品中检出 VP,检出率 28. 0%。 215 株 VP
中,8 株检出 trh 基因,毒力基因携带率为 3. 7%。
2. 2　 不同年份淡水产品 VP 检出情况

2011 年检出率最高为 39. 5%,其次为 2013 年

( 31. 6%) 、 2018 年 ( 31. 0%) 和 2012 年 ( 29. 1%) 。
因 2014 年淡水产品量很少,2017 年未进行淡水产

品监测,故不对 2014 年和 2017 年的检出率进行统

计学检验,其余不同年份淡水产品中 VP 检出率差

异有统 计 学 意 义 ( χ2 = 16. 717, P < 0. 05 ) ( 表 1、
图 1) 。

表 1　 2010—2018 年江苏省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检出情况

Table
 

1　 Surveillance
 

result
 

of
 

VP
 

in
 

freshwater
 

products
 

from
 

2010
 

to
 

2018
年份 样品数 / 份 检出数 / 份 检出率 / %
2010 年 115 16 13. 9

 

2011 年 43 17 39. 5
 

2012 年 117 34 29. 1
 

2013 年 38 12 31. 6
 

2014 年 3 0 0
2015 年 195 51 26. 2

 

2016 年 217 61 28. 1
 

2017 年 / / /
2018 年 442 137 31. 0

 

合计 1
 

170 328 28. 0

图 1　 2010—2018 年江苏省淡水产品副溶血性

弧菌污染变化

Figure
 

1　 Contamination
 

Changes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water
 

products
 

from
 

2010
 

to
 

2018

2. 3　 不同地区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检出情况

江苏省 13 个市中南通市、连云港市和盐城市

为沿海地区,其余 10 个市为内陆地区,沿海地区

VP 检出率为 21. 1% ( 66 / 313) ,内陆地区检出率为

30. 6% ( 262 / 857) ,内陆地区 VP 检出率高于沿海

地区,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10. 225,P <
0. 01) 。 不同城市淡水产品 VP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χ2 = 87. 371,P<0. 001) (表 2、图 2) 。

表 2　 江苏省不同城市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检出情况

Table
 

2　 Surveillance
 

result
 

of
 

VP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different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城市 样品数 / 份 检出数 / 份 检出率 / %
南京市 18 5 27. 8
无锡市 112 56 50. 0
徐州市 12 2 16. 7
常州市 90 19 21. 1
苏州市 94 32 34. 0
南通市 151 35 23. 2
连云港市 73 19 26. 0
淮安市 61 9 14. 8
盐城市 89 12 13. 5
扬州市 143 34 23. 8
镇江市 135 66 48. 9
泰州市 105 27 25. 7
宿迁市 87 12 13. 8

图 2　 江苏省不同城市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分布图

Figure
 

2　 Contamination
 

distribution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different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注:审图号:GS( 2019) 3266 号

2. 4　 不同种类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出情况

淡水虾类检出率最高为 36. 9%,其次为淡水螺

类 ( 33. 1%) 、 淡 水 蟹 类 ( 31. 0%) 和 淡 水 鱼 类

(23. 5%) 。 软体动物样本量较小,故未对淡水软体

动物的检出率进行统计学检验。 不同种类淡水产

品间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22. 839, P <
0. 001) (表 3) 。

表 3　 江苏省不同种类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检出情况

Table
 

3　 Surveillance
 

result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种类 样品数 / 份 检出数 / 份 检出率 / %

淡水鱼类 468 110 23. 5

淡水蟹类 42 13 31. 0

淡水虾类 241 89 36. 9

淡水蛙类 52 12 23. 1

淡水软体动物 9 0 0. 0

淡水螺类 254 84 33. 1

淡水甲鱼 52 12 23. 1

淡水贝类 52 8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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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不同采样场所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出

情况

在饭店 / 酒店采集的淡水产品中 VP 检出率最

高为 36. 4%, 其 次 为 批 发 市 场 ( 31. 8%) 、 网 店

(28. 6%)和农贸市场( 27. 9%) 。 集体食堂、街头摊

点样本量较小,故未对检出率进行统计学检验。 不

同采样场所淡水产品间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 6. 233,P>0. 05) (表 4) 。

表 4　 江苏省不同采样场所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检出情况

Table
 

4　 Surveillance
 

result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different
 

samplying
 

sites
场所 样品数 / 份 检出数 / 份 检出率 / %

饭店 / 酒店 129 47 36. 4

超市 276 68 24. 6

农贸市场 710 198 27. 9

网店 28 8 28. 6

批发市场 22 7 31. 8

集体食堂 1 0 0

街头摊点 4 0 0

2. 6　 不同季节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检出情况

不同季度采集的淡水产品中,第三季度检出率

最高为 31. 4%。 6 月份采集的淡水产品检出率最高

为 37. 9%,5—8 月采集的淡水产品检出率范围在

32. 8% ~ 37. 9%。 1 月、2 月、12 月采集样本量较小,
故未对检出率进行统计学检验。 不同月份淡水产

品间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37. 263, P <
0. 001) 。 不同季度淡水产品间检出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χ2 = 16. 250,P<0. 001) (表 5、图 3) 。

表 5　 江苏省不同月份和季度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

菌检出情况

Table
 

5　 Surveillance
 

result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different
 

months
 

and
 

quarters
时间 样品数 / 份 检出数 / 份 检出率 / %
季度

　 第一季度 47 2 4. 3
　 第二季度 369 107 29. 0
　 第三季度 414 130 31. 4

　 第四季度 340 89 26. 2
月份

　 2 月 11 0 0. 0
　 3 月 36 2 5. 6
　 4 月 112 14 12. 5

　 5 月 154 54 35. 1
　 6 月 103 39 37. 9
　 7 月 174 57 32. 8
　 8 月 175 58 33. 1
　 9 月 65 15 23. 1

　 10 月 277 70 25. 3
　 11 月 56 18 32. 1
　 12 月 7 1 14. 3

图 3　 江苏省不同月份和季度淡水产品副溶血性

弧菌检出情况

Figure
 

3　 Contamination
 

reasult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different
 

months
 

and
 

quarters

2. 7　 江苏省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定量检

测情况

1
 

170 份淡水产品中,412 份进行定量检测,296
份样品定量结果小于检出限, 阳性率为 28. 2%。
116 份阳性定量结果 95% 污染水平范围为 37. 2

 

~
112. 7

 

MPN / g。 使用独立多样本非参数检验提示不

同季节( Kruskal-Wallis
 χ2 = 7. 369,df = 2,P < 0. 05) 、

不同月 份 ( Kruskal-Wallis
 χ2 = 20. 719, df = 5, P =

0. 001)淡水产品中 VP 的污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不同采样场所( Kruskal-Wallis
 χ2 = 0. 045,df = 2,

P = 0. 978)采集的淡水产品 VP 污染水平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 使用 2 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提示,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淡水产品 VP 污染水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W = 11
 

600. 0,P = 0. 012) ;淡水虾类和

淡水鱼类 VP 污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W =
1

 

187. 0,P = 0. 001) 。
2. 8　 江苏省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水平

使用 Beta 分布描述淡水产品 VP 污染率 P 0
[ 15] ,

公式为 Beta( s+1,n- s+ 1) ,其中 n 指样品数,s 指阳

性样品数。 用累计分布描述阳性样品 Lp 和阴性样

品 Ln 的污染水平,公式为 Cumulative {
 

min, max,
( x1 ,x2 ,

 

…xn) ,( p1 ,p2 …pn ) }
 [ 16] 。 VP 的定量检测

方法的检出限为<
 

0. 3
 

MPN / g,为估计阴性样品 VP
浓度低于方法检出限时的污染水平,用 Jarvis 等式:
M = -(2. 303 / V) ×lg

 

(Z / N) [ 17] 计算其实际污染水平,
M 表示阴性淡水产品中 VP 真实污染浓度(MPN / g),V
表示检测时所用样品量,Z 表示阴性样品的数量,N
表示样品总数。 用离散分布描述江苏省 VP 的污染

水平,公式为 Discrete( Lp:Ln,P 0 :(1-P 0 ) ) 。 采用蒙

特卡罗( Monte
 

Carlo,
 

MC) 方法,运用@ RISK5. 7 风

险评估软件(美国 Palisade 公司)对参数进行模拟分

析。 经软件拟合分析,淡水产品中 VP 污染水平为

( - 1. 01 ± 1. 58 )
 

lg
 

MPN / g, 90% 的置信区间 ( CI )
为-3. 07 ~ 1. 77

 

lg
 

MPN / g(表6、图 4) ;2012年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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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产品 VP 污染水平最高(0. 46±2. 03)
 

lg
 

MPN /
g;内陆地区污染水平 ( -0. 89±1. 59)

 

lg
 

MPN / g 高

于沿海地区( - 1. 56 ± 1. 54)
 

lg
 

MPN / g;第二季度淡

水产品中 VP 污染水平最高为 ( - 0. 56 ± 1. 72 )
 

lg
 

MPN / g,污染水平高峰出现在 6 月( -0. 06±1. 87)
 

lg
 

MPN / g,见图 5;饭店 / 酒店中淡水产品 VP 污染水平

最高( -0. 68±1. 55)
 

lg
 

MPN / g;淡水虾类中 VP 污染

水平为( -0. 44±1. 68)
 

lg
 

MPN / g,淡水鱼类中 VP 污

染水平为( -1. 48±1. 48)
 

lg
 

MPN / g(图 6) 。

图 4　 江苏省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水平

Figure
 

4　 Contamination
 

levels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water
 

products

图 5　 江苏省不同月份淡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水平

Figure
 

5　 Contamination
 

levels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different
 

months

图 6　 江苏省淡水鱼类副溶血性弧菌污染水平

Figure
 

6　 Contamination
 

levels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water
 

product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3　 讨论

2010—2018 年江苏省淡水产品中 VP 检出率为

28. 0%, 检 出 率 高 于 广 东 ( 15. 8%) [ 18] 、 广 西

(21. 6%) [ 19] 、山东 ( 19. 4%) [ 20] 、 浙江 ( 20. 4%) [ 21]

等沿海地区。 高于 2015—2017 年江苏省海产品中

VP 检出率( 21. 6%) [ 22] 。 分析本次研究数据,江苏

省淡水产品中 VP 污染严重。 2010—2018 年江苏省

淡水产品中 VP 检出率整体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本研究中,江苏省沿海城市淡水产品 VP 检出

率和污染水平低于内陆城市,整体检出率也低于河

南( 36. 0%) [ 23] 、 湖北 ( 46. 3%) [ 24] 等非沿海地区。
VP 为嗜盐性弧菌,天然存在于海产品和海洋环境

中,从监测数据分析,VP 的污染不仅由海产品向淡

水产品转移,也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且污

染有高于沿海地区的趋势。 加工和食用海产品,特
别是贝类海产品在我国被认为是引起副溶血性弧

菌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 25] ,而淡水产品中 VP 污染

却一直未被重视。 VP 在低温条件下极易死亡,运

往内陆地区的海产品通常是在冷冻条件下运输的,
VP 污染水平较低,那么导致内陆地区副溶血性弧

菌感染的原因可能是淡水产品,食用未加工成熟的

淡水产品以及淡水产品在厨房加工环节中的交叉

污染可能是导致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的原因。
本研究中,分别对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前后结果一致,淡水产品 VP 污染的差异

与地区、季度、月份和种类有关,与采样场所无关。
饭店 / 酒店采集的淡水产品中 VP 检出率和污染水

平高于其他采样场所,这可能是不同采样场所采集

的不同种类淡水产品的数量不同导致。 而饭店 / 酒
店是江苏省由 VP 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场

所 [ 26-28] ,但是不同采样场所淡水产品 VP 污染没有

差异,说明食源性疾病的高发与淡水产品 VP 污染

率和污染水平相关性不强,可能与饭店 / 酒店的环

境和加工方式等特性有关。
本研 究 中, 淡 水 产 品 VP 总 体 污 染 水 平 为

( -1. 01± 1. 57 )
 

lg
 

MPN / g, 淡 水 虾 类 VP 污 染 率

(36. 9%)和污染水平[ ( -0. 44±1. 68
 

lg)
 

MPN / g]均

高于其他淡水产品。 国际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建

议每克生食海产品中 VP 低于 2
 

lg[ 29] ,江苏省淡水

产品 VP 总体污染水平有 3%的概率高于该建议,淡
水虾类 VP 高于该建议的概率有 6. 5%。 目前国内

外没有淡水产品的风险评估及限量建议,不同种类

的淡水产品中 VP 的风险,需要进行系统的风险

评估。
本研究中,定性数据提示第二、三季度淡水产

品 VP 检出率高于第一、四季度,4 月 VP 检出率升

高至稳定水平,6 月检出率最高,9 月开始逐渐降低;
定量数据提示淡水产品 VP 第二季度污染水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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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四季度最低,6 月份淡水产品 VP 污染水平最

高。 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时间趋势性一致,也与

我国大部分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发生在 4—10 月一

致 [ 30] 。 淡水产品中 VP 的污染呈现季节性,夏秋季

气温高时,污染严重。 控制淡水产品在运输和销售

过程中的温度可能是控制 VP 污染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中,通过淡水产品 VP 污染数据构建模

型,以描述污染的概率分布特征,采用 MC 方法对概

率分布模型中的随机参数抽样,通过对 10
 

000 次随

机抽样结果的迭代计算,得到 VP 污染水平的统计

特征和近似值,此方法将阴性和阳性数据同时纳入

模型中,估计总体的污染水平,可以很好的体现淡

水产品 VP 污染事件和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变

异性,所得结果是定量风险评估和概率评估的重要

基础数据。 但此方法也存在缺陷,MC 方法中各变

量间的关系是单向的,从属关系无法互换,这就导

致在拟合过程中需预设各场所中变量的概率分布,
当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时,预设的变量无法完整的体

现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无法提现下游变量对上

游变量的影响,有一定的概率产生误差,故贝叶斯

推断方法被运用于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估中,将各场

所视为贝叶斯网络的节点,只需考虑已知变量的变

化,信息可在网络中任意节点传播,还可进行反向

推断 [ 31-32] 。
VP 已经适应淡水生长的环境,裴晓燕等人对

内陆 6 省的淡水鱼养殖水体、存养水体、流通等各个

环节均检出 VP [ 33] ,秦思等 [ 34] 对江苏省淡水养殖环

节中检出致病性 VP。 对于 VP 是否发生变异而适

应淡水环境应开展研究。 淡水水体受环境污染的

可能性远高于海水,VP 毒力、抗药性的变化应开展

基础研究。 其他海洋性弧菌在淡水水体中的分布

数据尚未掌握。 江苏省各地 VP 检出率呈现出从苏

南地区向苏中地区、苏北地区递减的趋势,这可能

与不同地区经济文化水平、饮食结构、淡水产品养

殖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应结合食源性疾病暴发数

据,人群调查数据和海产品污染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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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寄语·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

医疗大数据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食品卫生杂志》自 1989 年创刊,30 多年来与我国食品卫生

事业的发展休戚与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推动了中国食品卫生的进步与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保证食品安全,让人人享有健康已经成为政府和人民的共识。 尤其在历经突如其来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世界均面临疫情常态化严峻考验的特殊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食品卫

生、食品安全行业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和关注。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作为食品卫

生领域代表性的杂志,在切实追踪报道中国广大食品安全工作者的工作成果,引领食品安全工

作的前沿与方向,促进我国食品卫生、食品安全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本杂志的繁荣,与学科的繁荣、读者和作者的认可、审稿人的谨慎、领导及各个编委的支

持和编辑部的努力密不可分。 30 多年来,《中国食品卫生杂志》的采编和经营人,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实履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已取得的经验

和成就的基础上,推动中国食品卫生、食品安全行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现在《中国食品卫生杂

志》不仅是统计源期刊,而且被国内多个重要数据库收录。 近几年影响因子在预防医学领域

名列前茅。 这些都标志着《中国食品卫生杂志》迈出了与国际接轨,跻身于世界同类期刊之林

的坚实的一步。
回首往昔,欢欣鼓舞,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面对新时代媒体传播的新形式和新特点,《中

国食品卫生杂志》要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精神,积极发挥宣传引导作用,持续为食品卫生、
食品安全行业发展作出应有业绩。 我希望,也坚信,《中国食品卫生杂志》杂志将继续秉承一

贯的办刊宗旨,密切关注内容创新,肩负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在助力中

国食品卫生、食品安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张峰(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