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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滁州市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分析 

朱  磊*, 陈秀红, 朱慧琳, 杨步财 

(滁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滁州  239000) 

摘  要: 目的  了解和掌握滁州市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状况, 为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确定高危食品

种类、分布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按照《2013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作手册》中的标准操作程序, 

对市售 10类食品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单增李斯特菌、蜡样芽胞杆菌、阪崎肠杆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铜绿假单胞菌共 8种食源性致病菌的检测。结果  共抽检 169份样品, 检出致病菌 17株, 

总检出率 10.06%。其中蜡样芽胞杆菌 12株、铜绿假单胞菌 3株、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 2株。结论  滁州地区

市售食品存在不同程度的食源性致病菌污染, 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其中婴幼儿食品、乳制品和桶装水等污

染较为严重, 主要污染菌为蜡样芽胞杆菌、铜绿假单胞和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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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illance of food-borne pathogens in Chuzhou in 2013 

ZHU Lei*, CHEN Xiu-Hong, ZHU Hui-Lin, YAN Bu-Cai 

(Chu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uzhou 239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ntamination of food-borne pathogens in food in Chuzhou, to 

carry out the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identify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high-risk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food.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2013 national food pollution and harmful factor risk 

handbook" of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from 10 categories of catering food, Staphylococcus aureus, 

Salmonella, Shigella, Listeria bacteria Lester, Bacillus cereus, Enterobacter sakazakii, diarrheogenic 

Escherichia coli an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totallty 8 food-borne pathogen were detected. Results  A total 

of 169 samples, 17 strain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found, the total positive rate was 10.06%, among which 

there were 12 strains of Bacillus cereus, 3 strain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2 strains of diarrheogenic 

Escherichia coli. Conclusion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contamination of food-borne pathogens in food 

in Chuzhou District, which showed some certain food safety risks. The infant food, dairy products and bottled 

water pollution are serious, the main pollution bacterium are Bacillus cere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diarrheagenic Escherichia coli. 
KEY WORDS: food safety; food-borne pathogen; risk monitoring; analysis 

 
 

 
 

1  引  言 

世界卫生组织将食源性疾病定义为“通过摄食方

式进入人体内的各种致病因子引起的通常具有感染

或中毒性质的一类疾病”。据统计, 2013 年全国食物

中毒事件从中毒原因来看,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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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人数最多 , 占食物中毒事件总中毒人数的

60.4%。主要是由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大肠埃希氏菌、蜡样芽胞杆菌、

志贺氏菌及变形杆菌等引起的细菌性食物中毒[1]。食

品安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还严重

影响到人民的健康。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我国从

2010年起, 逐步建立起全国食品风险监测网络。通过

全国食品风险监测制度, 按照《2013年国家食品污染

和有害因素风险工作手册》[2]中的标准操作程序, 有

计划有目的地对重点食品实施食源性致病菌的主动

监测, 及时发现潜在的和正在发生的食品中的微生

物污染, 可以初步了解本区域内食源性致病菌污染

的基本情况, 为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确定高危

食品种类和分布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采样点的选择 

根据《2013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

作手册》要求, 制定了《2013年滁州市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方案》。为满足国家监测计划的抽样要求和我省

城乡人口比例, 确定了 4个监测点, 分别为南谯区、

全椒县、明光市、定远县共 4个县(市、区)。地理位

置上覆盖了滁州市的中部、南部、北部和西部四个区

域, 包含 1 个区、2 个县、1 个县级市。采样地点主

要包括超市、零售店、街头流动摊点、农贸市场等。 

2.2  监测样品种类及致病菌检测项目 

根据监测方案要求, 监测食品种类包括婴幼儿

食品、乳及乳制品、速冻面米制品、肉及肉制品、餐

饮食品、冷冻饮品、饮用水、膨化食品、地方特色产

品、城市流动早餐专项共 10大类。这 10类中婴幼儿

食品、乳及乳制品涉及婴幼儿等重点人群; 速冻面米

制品、肉及肉制品微生物初始污染状况比较严重; 餐

饮食品、冷冻饮品、饮用水、膨化食品为均为即食食

品; 地方特色产品为当地人们食用频次较高的食品; 

城市流动早餐经营者卫生条件差、缺乏有效管理。因

此这些类别的食品均属于安全风险较高的食品类别, 

易产生食品安全微生物污染问题。而此次监测所涉及

的检测项目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志贺

氏菌、单增李斯特菌、蜡样芽胞杆菌、阪崎肠杆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铜绿假单胞菌共 8种食源性致病

菌。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蜡样芽胞杆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是易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常见

病原菌; 志贺氏菌和单增李斯特菌易于在熟肉制品

中检出; 阪崎肠杆菌是引起婴幼儿死亡的重要致病

菌; 铜绿假单胞菌广泛存在于空气、土壤、水中, 是

重要的条件致病菌。 

2.3  样品采集与运输 

遵循随机采样原则和微生物学采样要求, 配备

采样工具进行无菌采样。无破损的定型包装产品直接

带回实验室, 散装食品以一次性无菌镊子取样, 取样

后保存于带封口条的一次性无菌食品袋中, 每份样

品无菌独立包装。样品在接近原有贮藏温度的条件下

运输、贮存, 必要时冷藏(2～8 ℃)或冷冻(-18 ℃左右), 

所有样品均在 4 h内运抵实验室进行检测, 且保证样

品检测时外包装完好且在保质期内。 

2.4  试剂与仪器 

干粉培养基、显色培养基和即用型培养基购自青

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TB细菌鉴定与药敏分析

仪、ID32 和 API 生化鉴定试剂条购自法国生物梅里

埃公司, 诊断血清购自宁波天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和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标准菌株来自安徽省疾控中

心和广东环凯微生物有限公司。以上试剂和菌株均在

效期内使用。 

2.5  检测方法 

按照《2013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

作手册》的标准操作程序要求, 先接种各种致病菌项

目的增菌液进行增菌, 取增菌液划线分离各种选择

性培养基或显色培养基, 对可疑菌落进行纯培养后

接种生化鉴定条, 进行生化鉴定及血清分型, 对鉴定

符合的菌株进行保存, 并集中送省疾控中心复核。 

2.6  质量控制 

以标准菌株对各培养基进行质量验证, 所有试

剂耗材均在效期内使用。参加了省疾控中心质量管理

科组织的质控考核并且考核合格, 所分离的菌株全

部经过省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复核鉴定并且结果

完全一致。 

3  结  果 

2013 年滁州市食源性致病菌监测, 共检测 169

份食品, 检出阳性菌株 17 份, 总检出率 10.06% (17/ 

169)。其中蜡样芽胞杆菌检出 12 株, 检出率最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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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12/30); 其次为铜绿假单胞菌检出 3 株, 检

出率 30.00%(3/10); 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检出 2 株(1 株

为肠道致病性大肠埃希氏菌, 1 株为肠道产毒性大肠埃

希氏菌), 检出率为 2.56%(2/78), 其余致病菌未检出。 

3.1  食源性致病菌在各类食品样品中的检出情况 

在检测的 10 大类 169 份食品样品中, 婴幼儿食

品及乳与乳制品的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最高, 均为

40.00%(8/20, 4/10), 桶装饮用水的铜绿假单胞菌检

出率其次, 达 30.00%(3/10), 其余为城市流动早餐样

品的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出率 5.56%(1/18), 餐饮食

品的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出率 5.00%(1/20)。(表 1) 

3.2  在不同类型采样地点中食源性致病菌检出

情况 

食源性致病菌在不同采样地点的分布情况不同, 

在便利店/零售店检出率最高 22.22%(2/9), 其次为超市

11.29%(14/124), 街头食品检出率为 3.7%(1/27)(表 2)。 

3.3  不同包装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检出情况 

监测所采集食品样品包装分为两种: 定型包装

和散装(包括自行简易包装)。共采集定型包装食品

116份, 检出食源性致病菌 15株, 检出率为 12.93%; 

散装食品共采集 53 份, 检出食源性致病菌 2 株, 检

出率为 3.77%。 

表 1  食源性致病菌在各类食品中检出情况 
Table 1  The detection of food borne pathogens in all kinds of food 

样品 

类别 

样品 

数量 

各致病菌检出数量 

小计
检出率

(%) 金黄色葡

萄球菌

沙门 

氏菌 

志贺 

氏菌 

单增李斯

特菌 

蜡样芽胞

杆菌 

阪崎肠

杆菌 

致泻大肠

埃希氏菌 

铜绿假单

胞菌 

婴幼儿食品 20 0 0 —— —— 8 0 —— —— 8 40.00

乳与乳制品 10 0 0 —— —— 4 —— —— —— 4 40.00

速冻米面食品 20 0 0 —— —— —— —— —— —— 0 0.00 

熟肉制品 20 0 0 —— 0 —— —— 0 —— 0 0.00 

餐饮食品 20 0 0 —— —— —— —— 1 —— 1 5.00 

冷冻饮品 20 0 0 —— 0 —— —— 0 —— 0 0.00 

饮用水 10 —— —— —— —— —— —— —— 3 3 30.00

膨化食品 10 0 0 —— —— —— —— —— —— 0 0.00 

地方食品 21 0 0 0 —— —— —— —— —— 0 0.00 

流动早餐专项 18 0 0 —— —— —— —— 1 —— 1 5.56 

合计 169 0 0 0 0 12 0 2 3 17 10.06

 
表 2  不同类型采样地点致病菌的检出情况 

Table 2  The detec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locations 

采样地点类型 样品数量 占总样品数量构成比 菌株检出数量 检出率(%) 

餐饮_饭店/酒店_小型餐馆 1 0.59 0 0.0 

餐饮_街头食品 27 15.98 1 3.7 

餐饮_小吃店 1 0.59 0 0.0 

加工厂 1 0.59 0 0.0 

零售_便利店/零售店 9 5.33 2 22.22 

零售_超级市场/超市 124 73.37 14 11.29 

零售_农贸市场 5 2.96 0 0.0 

零售_学校周边小商铺 1 0.59 0 0.0 

合计 169 100.0 17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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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不同采样时间食源性致病菌检出情况 

2013年第一季度检测 22份样品, 检出食源性致

病菌 2 株, 检出率 9.09%; 第二季度检测 56 份样品, 

检出食源性致病菌 6株, 检出率 10.71%; 第三季度检

测 70份样品, 检出食源性致病菌 4株, 检出率 5.71%; 

第四季度检测 21份样品, 检出食源性致病菌 5株, 检

出率 23.81%。 

4  讨  论 

此次监测结果显示, 2013 年滁州市食源性致病

菌总检出率 10.06%(17/169), 提示市售食品存在不同

程度的食源性致病菌污染, 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

通过此项监测, 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和正在发生的

食品中的微生物污染, 可以初步了解本区域内食源

性致病菌污染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预防控制食源

性疾病提供依据, 为管理部门和消费者提供预警。 

此次监测, 根据样品类别来分析, 婴幼儿食品

及乳与乳制品的检出率最高, 桶装饮用水的铜绿假

单胞菌检出率其次, 而城市流动早餐样品和餐饮食

品也检出了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说明这几类食品存

在着较高的微生物污染风险。根据不同类型采样地点

来看, 便利店/零售店检出率最高, 其次为超市, 再次

为街头食品, 说明便利店/零售店所售食品具有相对

较高的食品微生物污染风险, 而其中部分类型地点

采样数量过少, 采样比例悬殊, 故其检出率不具有代

表意义。根据不同包装类型来看, 定型包装食品检出

率高于散装食品检出率。这个结果说明定型包装食品

虽然生产条件优于散装食品, 但微生物污染状况却

不容乐观。按照不同采样时间来分析, 每个季度均有

样品检出致病菌, 因每个季度采样数量和样品类别

并不相同, 故对检出率做对比分析意义不大。 

此次监测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最高 , 达到

40.00%(12/30), 而且均集中于婴幼儿食品和乳制品

中。与其他省份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最高的报道一致
[3,4], 高于无锡地区的检测结果[5]。蜡样芽胞杆菌作为

一种条件致病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 从多种食品中

可以分离出该菌, 在我国主要与受污染的米饭或淀

粉类制品有关。蜡样芽胞杆菌达到一定数量也可以引

起食物中毒, 特别是婴幼儿更容易引起发病。婴幼儿

配方奶粉、营养米粉等食品和奶粉等乳制品一般仅用

温水冲饮, 无法杀灭蜡样芽胞杆菌, 故对于食品安全

尤其是婴幼儿人群尤其应该予以关注。 

检出率其次的为铜绿假单胞菌, 检测样品为桶

装水, 检出率达到 30.00%(3/10), 与南昌市 2013年公

共场所桶装水抽检结果一致[6], 高于厦门地区的检测

结果[7]。铜绿假单胞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 土壤、空

气、水中都有存在。对桶装水污染铜绿假单胞菌的原

因分析, 可能有以下几种: 饮用水的水源污染严重、

水处理及消毒工艺无法去除该菌、灌装过程中交叉污

染、包装材料清洗消毒不彻底、生产工艺管理不规范

等[8]。随着桶装水的日益普及, 桶装水能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便利, 但其带来的饮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因

此必须在桶装水的生产环节加强管理和监督, 做好

源水的净化处理和盛水容器的回收消毒, 才能保证

桶装水的安全卫生。 

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在此次监测中检出2株, 分

别为产毒性大肠埃希氏菌和致病性大肠埃希氏菌各

一株, 在城市流动早餐和餐饮食品分别检出。有关报

道指出, 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引起的腹泻病例始终

位于第二位[9]。各类致泻大肠埃希氏菌广泛存在于自

然界, 当其污染食品或水源后, 可引起细菌性食物中

毒或水源性腹泻病暴发流行。据文献报道, 致泻大肠

埃希氏菌在食品中的分布除绿叶菜、消毒牛奶、羊肉

未检出, 其余均不同程度受该菌污染[10]。此次监测结

果提示在街头摊点等场所购买散装食品有一定的致

泻大肠埃希氏菌污染风险, 流动摊点卫生状况较差

和消毒不彻底是致病菌污染的主要原因, 食品监管

部门应加强从业人员的监管和卫生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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