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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在不同品牌显色培养基上的对比分析 

陈茵茵*, 钟卫烨, 韩志杰, 曾晓琮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广州  510000) 

摘  要: 目的  对比分析不同品牌的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评判其特异性、选择性和灵敏度。方法  采用不

同种的沙门标准菌株及样品分离菌株, 分别划线不同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通过观察菌落形态, 以验证

其特异性、选择性、灵敏度(假阴性和假阳性)情况。结果  在特异性与选择性验证试验中, A、B、C 品牌沙门

氏菌显色培养基不易区分恶臭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 容易与鼠伤寒沙门氏菌混淆; 在假阴性试验中, A、B、

C、D、E、F 6 种不同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均无差异; 在假阳性试验中 D、E、F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

基可以有效区别常见干扰菌泛生菌属、肺炎克雷伯肺炎亚种和奇异变形杆菌等的影响, 出现假阳性的概率相

对较低; 亚硫酸铋琼脂平板培养基可以在实验中起到很好的排除干扰作用。结论  不同品牌的同种培养基的

选择性、准确率差异较大, 质量优劣存在差异, 实用性也有所不同, 在实验时尽量选择不同品牌的培养基, 避

免因培养基的质量差异而出现检验结果的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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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almonella on different brands of 
chromogenic medium 

CHEN Yin-Yin*, ZHONG Wei-Ye, HAN Zhi-Jie, ZENG Xiao-Cong 
(Guangdong Institute of Food Inspection,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t brands of Salmonella chromogenic medium, and 

evaluate their specificity, selectivity and sensitivity. Methods  Salmonella standard strains and samples isolated 

from different species were used to underline on the different brands of Salmonella chromogenic medium , and the 

colony morphology was observed to verify the specificity, selectivity and sensitivity (false-negative and 

false-positive). Results  In the specificity and selectivity verification test, the Salmonella chromogenic medium of 

brands A, B, and C was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seudomonas putida an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was 

easily confused with Salmonella typhimurium. In the false-negative tes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 B, C, D, 

E, F six different brands of Salmonella chromogenic medium. In the false-positive test, the chromogenic medium of 

Brand D, E and F could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the influence of common interfering bacteria such as Pantoea, 

Klebsiella pneumoniae subspecies and Proteus mirabili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false positive was relatively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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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muth sulfite agar plate medium could play a good role in eliminating interference in the experiment. Conclusion 

Different brands of the same culture medium have different selectivity, accuracy, quality and practicability. In the 

experiment, it should be try to choose different brands of culture medium to avoid the wrong judgment of the test 

results due to the different quality of culture medium. 
KEY WORDS: Salmonella; chromogenic medium; comparative analysis 
 
 

1  引  言 

沙门氏菌 (Salmonella)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 , 
作为人畜共患的的肠道致病菌, 其导致的食物中毒数量一

直处于世界食物中毒病例前列 [1] 。资料统计 , 我国

70%~80%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是由沙门氏菌引起的[2], 因
此沙门氏菌作为食品安全与质量检测的一个重要指标, 世
界各国普遍规定食品中不得检出沙门氏菌[3–5]。 

目前食品中沙门氏菌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常规生化鉴

定方法、免疫学方法、分子生物学方法等[6,7], 而常规生化

鉴定法是常用的标准方法。沙门氏菌的常规培养法包括前

增菌、选择增菌、分离、生化试验和血清学鉴定等 5 个步

骤[8], 而选择性培养基分离鉴定又是检测中的关键环节。

为了提高检验准确性, 减少假阳性、假阴性, 降低漏检率, 
具有高选择性、高特异性、高灵敏度的培养基愈被市场所

需求。显色培养基是在生化反应的基础上开发的新技术, 
近年来大量的文献[5,9–12]报道了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由于

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被实验室广泛应用于沙门氏

菌的快速检测中。市场上出现各类型的沙门氏菌显色培养

基, 其质量和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且目前关于常见沙门

氏菌显色培养基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本研究对市售

的不同品牌的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进行对比分析, 评判

不同品牌的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的选择性、特异性和灵

敏度, 为生产企业及检验检测机构对培养基供应商的选

择提供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  料 

2.1.1  实验菌株 
本次实验使用了标准菌株和日常实验中样品分离的

菌株, 具体信息详见表 1。 
2.1.2  实验仪器 

AC2-4S1 生 物 安 全 柜 ( 美 国 赛 默 飞 世 尔 公 司 ); 
LRH-250 生化培养箱 (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 
SX-700 高压灭菌锅(日本 TOMY 公司); VITEK 2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快速检测分析系统(法国梅里埃公司)。 
2.1.3  培养基 

脑心浸出液肉汤、肉汤划线营养琼脂平板、亚硫酸铋

琼脂平板(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验中使用的沙

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信息如表 2。 

 
表 1  实验菌株信息以及目的用途 

Table 1  Information of experimental strains and their purpose 

菌株名称 标准号 来源 实验自编号 目的用途 

鼠伤寒沙门氏菌 Salmonella typhimurium ATCC 14028 美国菌种保藏中心 1 

验证培养基特异性、

选择性 

大肠埃希氏菌 Escherichia coli ATCC 25922 美国菌种保藏中心 2 

大肠埃希氏菌 Escherichia coli ATCC 11229 美国菌种保藏中心 3 

恶臭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putida ATCC 49128 美国菌种保藏中心 4 

铜绿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TCC 27835 食品安全菌种保藏中心 5 

肠炎沙门氏菌 Salmonella enteritidis / 样品分离 6 

验证培养基假阴性 

蒙得维的亚沙门氏菌 Salmonella montevideo / 样品分离 7 

阿贡纳沙门氏菌 Salmonella agona / 样品分离 8 
肠沙门双相亚利桑那亚种 

Salmonella enterica subsp. diarizonae 
/ 样品分离 9 

火鸡沙门氏菌 Salmonella turkeys / 样品分离 10 

卡劳沙门氏菌 Salmonella Kalou / 样品分离 11 

利瓦利斯沙门氏菌 Salmonella livaris / 样品分离 12 

泛生菌属 Pantoea spp. / 样品分离 13 

验证培养基的假阳性肺炎克雷伯肺炎亚种 / 样品分离 14 

奇异变形杆菌 Proteus mirabilis / 样品分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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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培养基信息 
Table 2  Information of test medium  

名称 品牌 地区 批号 培养基上不同菌落形态特征说明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A 中国 180807 
沙门氏菌呈紫红色, 非沙门氏菌呈蓝绿色、无色菌落或不生长, 假
单胞菌呈紫色细小菌落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B 中国 1076392 
鼠伤寒沙门氏菌呈品红色, 大肠埃希氏菌呈蓝绿色, 奇异变形杆菌

呈无色, 类肠球菌不生长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C 中国 20190306 
沙门氏菌、鼠伤寒沙门氏菌显紫色, 大肠杆菌显蓝绿色, 奇异变形

杆菌显无色, 铜绿假单胞菌显淡紫色, 其它细菌显黄色或无色。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D 中国 P001131 
沙门氏菌显紫色,大肠菌群显蓝绿色,一些假单胞菌粉红色, 其他菌

落呈无色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E 法国 180124 
沙门氏菌、鼠伤寒沙门氏菌显淡紫色, 一些假单胞菌显紫色, 大肠

杆菌、大肠菌群显蓝色, 某些变形杆菌显无色, 革兰氏阳性杆菌受

抑制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 F 法国 1007151180 沙门氏菌呈紫色, 大肠菌群呈白色, 其他菌落呈蓝色、黄色或无色 

注: 编号 A、B、C、D、E 分别为品牌代号。 
 
 

2.2  检验方法 

2.2.1  培养基制备 
实验所用的培养基均按照培养基配置说明进行配制。 

2.2.2  菌种的复苏和验证 
试验所用的菌种均从保藏管中挑取一环磁珠, 接种

脑心浸出液肉汤(brain heart infusion broth, BHI), 36 ℃培养

24 h, 继后分别取一环肉汤划线营养琼脂(nutrient agar, NA)
平板, 36 ℃培养 24 h 后取单菌落使用 VITEK 2compact 全
自动微生物快速检测分析系统进行验证确认。 
2.2.3  平板划线 

将经过上述复苏纯培和验证后的 15 株菌株分别划线

上述 6 中不同品牌的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平板和亚硫酸铋

琼脂(bismuth sulfite agar, BS)平板, 在适当的培养条件下

36 ℃培养 24~48 h, 观察培养基平板上的菌落形态。 

3  结果与分析 

3.1  显色培养基的特异性与选择性验证 

使用大肠埃希氏菌、恶臭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和

鼠伤寒沙门氏菌对比验证 6 种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的特异

性和选择性, 由表 3 结果显示, 大肠埃希氏菌在 A、B、C、

D、E、F 品牌培养基上显示蓝绿色、蓝绿色、浅蓝色、绿

色、蓝色或白色菌落, 容易与鼠伤寒沙门氏菌区分。恶臭

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在 A、B、C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

培养基上的菌落呈现紫红色或品红色, 与鼠伤寒沙门氏菌

呈现相近的颜色, 容易与鼠伤寒沙门氏菌混淆; 而恶臭假

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在 D、E、F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

基上的菌落呈现粉色或粉红色, 与鼠伤寒沙门氏菌呈现的

紫色比较容易区分, 不容易造成混淆。因此, 在特异性与

选择性验证实验中, 发现 D、E、F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

基特异性和选择性比 A、B、C 品牌高。 

3.2  显色培养基的假阴性验证 

使用多种常见的沙门氏菌对不同品牌的培养基进行

假阴性验证, 表 3 结果显示, 肠炎沙门氏菌、蒙得维的亚

沙门氏菌、阿贡纳沙门氏菌、火鸡沙门氏菌、卡劳沙门氏

菌、利瓦利斯沙门氏菌在 A、B、C、D、E、F 6 种不同品

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均呈现各与各品牌沙门氏菌显色

培养基要求的沙门氏菌属表达的颜色一致, 均无无假阴性

表现。而肠炎沙门氏菌双相亚利桑那亚种是一种比较特殊

的沙门氏菌属, 由于其 β-半乳糖苷酶是阳性, 无法与沙门

氏菌显色培养基上的显色底物反映呈现特定的颜色 , 在
A、B、E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呈现蓝紫色, 在 C 品

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呈现绿色, 在 D 品牌沙门氏菌显

色培养基上呈现蓝色, 在 F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呈

现淡紫色, 稍不留意, 均容易出现假阴性判断。因此, 在假

阴性试验中, A、B、C、D、E、F 6 种不同品牌沙门氏菌显

色培养基均无差异。 

3.3  显色培养基的假阳性验证 

使用各类常见的干扰菌泛生菌属、肺炎克雷伯肺炎亚

种、奇异变形杆菌验证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的假阳性, 表
3 结果显示, 泛生菌属在 A、B、D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

基上呈现粉色, 在 C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呈现粉色

偏白, 在 E、F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呈现蓝色, 均容

易与沙门氏菌的显色区分开来。奇异变形杆菌 A、B、C、

D、E、F 6 种不同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均呈现黄色, 
也易于辨别。肺炎克雷伯肺炎亚种在 A、B、C 品牌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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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呈现淡紫色, 不能很好地与沙门氏菌显

色反应区分, 容易出现假阳性判断, 而肺炎克雷伯肺炎亚

种在 D、E、F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分别呈现粉色、

蓝色、蓝色, 容易与沙门氏菌显色反应区分, 易于排除。

因此, 在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的假阳性验证试验中, 发现, 
D、E、F 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均能区分泛生菌属、肺

炎克雷伯肺炎亚种和奇异变形杆菌, 有效排除其对目标菌

的干扰, 而 A、B、C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可以有效区分泛

生菌属和奇异变形杆菌, 但对肺炎克雷伯肺炎亚种的显色

却不能很好与沙门氏菌区分, 容易出现假阳性。 

3.4  BS 培养基的干扰排除作用 

BS 培养基是 GB 478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

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8]指定选择的分离培养基 , 
主要在于 BS培养基是专一性针对伤寒沙门菌的分离培养

基[13], 对伤寒沙门菌的特异性和敏感性高。在本次试验中

同时将 15 株菌接到 BS 上, 通过表 3 的结果显示, 沙门氏

菌属在 BS 上均呈现典型的黑色、有金属光泽菌落, 大肠埃

希氏菌呈现青绿色菌落, 泛生菌属呈无色菌落, 奇异变形

杆菌呈绿色菌落, 而在 A、B、C 品牌显色培养基上无法有

限区别的恶臭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肺炎

亚种在 BS 培养基上呈现黑色、无金属光泽的菌落和灰色、

无均属光泽菌落, 可以通过 BS 上的菌落形态有效辨别。 
综上实验, 说明市面上流通的 D、E、F 品牌沙门氏菌

显色培养基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和选择性, 可以有效区别常

见干扰菌的影响, 出现假阳性的概率相对较低, 而 D 品牌

沙门氏菌培养基底色为黄色, 底色较深, 容易引起视觉辨

色的干扰, 因此, 在选择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时, 可以优

先考虑 E、F 品牌的沙门氏菌培养基。 

4  结论与讨论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是利用培养基中的细菌特异性

酶的显色底物与沙门氏菌特有的辛酯酶反应, 通过观察菌

落颜色来初步判定[5]。需要注意的是, 肠炎沙门菌双相亚

利桑那亚种与多数沙门氏菌在沙门显色平板上的菌落形态

不一样, 为蓝色菌落, 这是因为多数沙门氏菌的 β-半乳糖

苷酶为阴性, 而肠炎沙门菌双相亚利桑那亚种为阳性 [3], 
容易引起假阴性判定。在实际检测过程中, 有些干扰菌在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出现与沙门氏菌属相似的菌落 , 
容易出现假阳性判定。如铜绿假单胞菌、恶臭假单胞菌、

肺炎克雷伯肺炎亚种在 A、B、C 品牌培养基上出现与沙

门菌属相似的显色反应, 需要通过生化反应才能进行区

分判定。 

 
 

表 3  各类菌株在不同品牌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上的菌落形态 
Table 3  Colony morphology of various strains on different brands of samana chromogenic medium 

菌株 A B C D * E F BS 

鼠伤寒沙门氏菌 紫红色 + 品红色 + 紫色 + 紫色 + 淡紫色 + 紫色 + 黑色, 有金属光泽

大肠埃希氏菌 25922 蓝绿色 - 蓝绿色 - 浅蓝色 - 绿色 - 蓝色 - 白色 - 青绿色 

大肠埃希氏菌 11229 蓝绿色 - 蓝绿色 - 浅蓝色 - 绿色 - 蓝色 - 白色 - 青绿色 

恶臭假单胞菌 紫红色 (+), 小 品红色 + 紫红色 (+) 粉红色 - 粉色 - 粉红色 - 黑色无金属光泽

铜绿假单胞菌 紫红色 (+), 小 品红色 + 紫红色 (+) 粉红色 - 粉色 - 粉红色 - 黑色, 无金属光泽

肠炎沙门氏菌 紫红色 + 品红色 + 紫色 + 紫色 + 紫色 + 紫色 + 黑色, 有金属光泽

蒙得维的亚沙门氏菌 紫红色 + 品红色 + 紫色 + 紫色 + 紫色 + 紫色 + 黑色, 有金属光泽

阿贡纳沙门氏菌 紫红色 + 品红色 + 紫色 + 紫色 + 紫色 + 紫色 + 黑色, 有金属光泽

肠炎沙门氏菌双相亚利

桑那亚种 
蓝紫色 + 蓝紫色 + 绿色 + 蓝色 + 蓝紫色 + 淡紫色 + 黑色, 有金属光泽

火鸡沙门氏菌 紫红色 + 品红色 + 紫色 + 紫色 + 淡紫色 + 紫色 + 黑色, 有金属光泽

卡劳沙门氏菌 紫红色 + 品红色 + 紫色 + 紫色 + 淡紫色 + 紫色 + 黑色, 有金属光泽

利瓦利斯沙门氏菌 紫红色 + 品红色 + 紫色 + 紫色 + 淡紫色 + 紫色 + 黑色, 有金属光泽

泛生菌属 粉色 - 浅粉色 - 粉色偏白 - 粉色 - 蓝色 - 蓝色 - 无色 

肺炎克雷伯肺炎亚种 淡紫色 (+) 淡紫色 (+) 淡紫色 (+) 粉色 - 蓝色 - 蓝色 - 灰色, 无金属光泽

奇异变形杆菌 黄色 - 黄色 - 黄色 - 黄色 - 黄色 - 黄色 - 绿色 

注: *该品牌培养基底色为黄色; +: 阳性; -: 阴性; (+): 偏向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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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培养基只是综合选择性更强, 但不能仅凭显色

培养基的显色特征是否符合就对结果下判定。如表 3 中,  
A、B、C 品牌上的铜绿假单胞菌、恶臭假单胞菌、肺炎克

雷伯肺炎亚种在显色培养基上就与大多数沙门氏菌属显色

特征相似, 但其在 BS 上就易于区别。目前没有一种培养基

能准确无误地筛选出沙门氏菌, 一种培养基不可能适合所

有的沙门氏菌, 因此必须选择多种选择性培养基同时进行

筛选, 形成互补, 提高检出率, 以防漏检[14–16]。 
基于显色培养基的特点, 显色培养基的需求量较大, 

不同品牌的同种培养基的选择性、准确率差异较大,质量优

劣存在差异, 实用性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参加盲样考核、

能力验证、比对试验时尽量选择不同品牌的培养基, 避免

因培养基的质量差异而出现检验结果的错判[17]。建立起实

验室的一套工作程序, 严格按照 GB 4789.28《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培养基和

试剂的质量要求》[18]进行培养基的验收检查, 使显色培养

这项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实验室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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