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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食品从业人员携带沙门氏菌血清型分布 

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尹建雯 1#, 杨李桃 2#, 贾森泉 1, 周永明 1, 李学红 2, 张柱梁 2, 田云屏 1* 

(1.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昆明  650021; 2. 安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安宁  650300) 

摘  要: 目的  了解云南省安宁市 2016~2018 年食品从业人员门氏菌的血清型分布状况与耐药性情况。    

方法  选取 2016~2018 年食品从业人员肛拭标本 60533 份进行血清学分型鉴定试验和药物敏感性试验。    

结果  共检出沙门菌 186 株, 总检出率为 0.307%。沙门菌经生化和血清学鉴定分 43 个血清型, 其中最常见的

血清型依次为鼠伤寒沙门氏菌、肠炎沙门氏菌和伦敦沙门氏菌。在 13 种抗生素中, 对 11 种抗生素产生不同

程度的耐药性。结论  食品从业人员携带的沙门菌种类多, 血清型呈多样性的趋势, 且耐药形势严峻, 需加强

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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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Salmonella in food workers in 

Ann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8. Methods  From 2016 to 2018, 60533 samples of anal swabs from 

food practitioners were selected for serotype identification test and drug sensitivity test. Results  A total of 186 

strains of Salmonella were detected, with a total detection rate of 0.307%. 43 serotypes of Salmonella were identified 

by biochemical and serological methods, among which the most common serotypes were Salmonella typhimurium, 

Salmonella enteritis and Salmonella london. Of the 13 antibiotics, 11 developed varying levels of resistance. 

Conclusion  Food practitioners carry many types of Salmonella bacteria, with a trend of diversity in serotypes, and 

severe drug resista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health examination management of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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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沙门菌属在自然界内广泛分布, 不仅感染家畜、人畜, 

还可间接污染食物, 主要通过水源、污染食品经口感染, 

具有致病力强、易传染等特点[1], 是引起食物中毒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常见病原菌。每年在国内引起的食物中毒

和食源性疾病案例一直排名前 3 位[2]。沙门氏菌在人体中

具有隐性携带的特征 , 而健康带菌者是主要传染源之   

一[3]。研究证明食品从业人员中的携带者是沙门菌重要传

染源[4]。由于抗生素的大量使用, 沙门氏菌的耐药形势也

日趋严重。为了掌握安宁市食品从业人员沙门氏菌的携带

和耐药情况。本研究对 2016~2018 年食品从业人员预防性

健康检查肛拭样品进行了沙门菌检测, 以期为安宁市食品

从业提供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2.1  标  本   

2016~2018 年安宁市食品从业人员体检肛拭标本, 共

60533 份(其中 2016 年 15321 份, 2017 年 17618 份, 2018 年

27594 份)。采集后, 置于磺胺增菌液(sulfanilamide bacteria 

increasing solution, SBG), 增菌培养。 

2.2  试  剂   

SBG 增菌液、沙门菌-志贺菌琼脂(SS 琼脂)、三糖铁

琼脂、水解酪蛋白琼脂(M-H 琼脂)(北京陆桥技术有限公司); 

药敏板(上海星佰公司); 沙门菌分型诊断血清 60 种(丹麦

SSI 公司); 沙门菌分型诊断血清 138 种(宁波天润公司)。 

2.3  设  备  

DHP-9052B 恒温培养箱(上海一恒公司); 德国布鲁克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BrakerMicroflex 

MS); 靶板(Microflex MS)。 

2.4  实验方法 

2.4.1  沙门菌的分离培养   

参照 GB/T 478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

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5]和 WS 280-2008《伤寒和副

伤寒诊断标准》[6]进行沙门菌检验。用质谱仪做鉴定。 

2.4.2  菌株血清型鉴定 

根据 Kauffmann-White 抗原表[7]检索沙门菌的血清

型。试验以生理盐水作阴性对照。 

2.4.3  药敏实验   

用 肉 汤 微 量 稀 释 测 定 最 小 抑 菌 浓 度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实验方法和判定标准严格

遵守 CLSI 2019[8]版规定进行, 共选了 13 种抗生素包括阿

莫 西 林 (amoxicillin, AMP) 、 阿 莫 西 林 / 克 拉 维 酸

(amoxicillin/clavulanic acid, AMC) 四 环 素 (tetracycline 

TET)、氯霉素(chloramphenicol, CHL )、头孢唑林(cefazolin, 

CFZ)、复方磺胺(SXT)、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 CIP)、头

孢他啶(ceftazidime, CAZ)、亚胺培南(imipenem, IMP)、萘

啶酸(nalidixic acid, NAL)、头孢噻肟(cefotaxime, CTX)、庆

大霉素(gentamicin, GEN)、阿奇霉素(azithromycin, AZM)。 

2.4.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4.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使用 χ2 检验作为

统计量比较组间差异,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总体情况   

三年共检测食品从业人员肛拭标本 60533 份, 分离到

沙门菌 186 株, 三年平均检出率为 0.307%。其中: 2016 年

检测 15321 份, 分离到沙门菌 51 株, 年平均检出率为

0.333%; 2017 年检测 17618 人, 分离到沙门菌 57 株, 检出

率为 0.323%; 2018 年检测 27594 人, 分离到沙门菌 78 株, 

检出率为 0.283%。三年的年平均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029, P=0.5978)。  

3.2  人群分布情况 

3.2.1  性别分布 

2016~2018 年共检测女性 32169 人, 检出沙门菌的有

89 人, 检出率为 0.277%; 共检测男性 28364 人, 检出沙门

菌 97 人, 检出率为 0.342%。男、女沙门菌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2=2.0995, P=0.1474)。 

3.2.2  年龄分布  

2016~2018 共检测 18~28 岁食品从业人员 17625 人, 

检出 67株沙门氏菌, 检出率 0.380%; 29~39岁 19346人, 检

出 78 株沙门氏菌, 检出率 0.403%; 40~50 岁 15731 人, 检

出 31 株沙门氏菌, 检出率 0.197%; 50 岁以上 7831 人, 检

出 10 株沙门氏菌, 检出率为 0.127%。沙门菌的检出率在

各年龄完全不相同(χ2=25.8669, P0.0001)。 

3.3  沙门菌血清型分布情况 

3.3.1  菌群分布 

2016~2018 年分离到的 186 株沙门菌分属 6 个菌群, 

其中 B 群最多(69 株, 37.090%), 其后依次是 E1 群(39 株, 

20.970%)、D1 群(32 株, 17.200%)、E4 群(19 株, 10.220%)、

C1 群(15 株, 8.040%)、C2-3 群(12 株, 6.450%)。 

不同年份的优势菌群不同, 2016 年以 B 群为主(10 株, 

19.610%), 其次为 E1 群和 E4 群, 分别检出 10 株(19.600%)

和 8 株(15.960%)。2017 年以 E1 群为主(13 株, 22.810%), 其

次是 D1 群、B 群和 E4 群, 其检出数分别是 10 株、8 株和

8 株 , 分别占当年总菌株数的占 17.540%、14.040%和

14.040%。2018 年以 E1 群、D1 群和 B 群为主, 这 3 个菌

群的检出数分别有 18 株 17 株和 16 株, 分别占 23.080%、

21.790%和 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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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血清型分布  

186 株沙门菌分属 43 个血清型, 其中鼠伤寒沙门菌最

多(34 株, 18.280%), 其次是肠炎沙门菌(28 株, 15.050%), 伦

敦沙门氏菌(17 株, 9.190%), 德尔卑沙门菌(12 株, 4.690%), 

罗森(8 株, 4.300%), 吉韦(7 株, 3.760%), 克雷菲尔德(7 株, 

3.760%)、富尔达(7 株, 3.760%)和阿西纳(4 株, 7.840%)。其

余 34 个血清型的检出数均为 1~2 株。(详见表 1)。 

2016 年检出的 51 株沙门菌分属 28 个血清型, 其中鼠

伤寒沙门菌最多(10 株, 占 19.610%), 其次是肠炎沙门菌、

克雷菲尔德沙门菌和阿西纳沙门菌 , 其检出数分别是    

5 株、5 株和 4 株, 分别占当年总检出数的 9.800%、9.800%

和 7.840%。其余 24 个血清型均仅检出 1~2 株。 

2017 年检出的 57 株菌分属 25 个血清型, 其中鼠伤寒

沙门菌最多(8 株, 14.040%), 其次是肠炎沙门菌、吉韦沙门

菌、富尔达各沙门菌和伦敦沙门菌, 其检出数分别是 7 株、

4 株、4 株和 3 株, 占比分别为 12.280%、7.020%、7.020%、

5.260%。 

2018 年检出的 78 株菌分属 20 个血清型, 其中鼠伤寒

沙门菌和肠炎沙门菌最多(分别检出 16 株, 各占当年总检

出数的 20.510%), 其次是伦敦沙门菌、德尔卑沙门菌和罗

森沙门菌, 其检出数依次为 14 株、11 株和 5 株, 占比分别

为 17.950%、14.100%和 6.410%。其余 15 种血清型的检出

数均为 1~2 株。 

 
表 1  20162018 年安宁市食品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的血清型分

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almonella serotypes among food 

workers in Anning city from 2016 to 2018 

菌群 菌型 2016/株 2017/株 2018/株 合计/株

B 群 法斯塔 1 0 0 1 

 斯洛特迪克 2 0 0 2 

 埃森 1 0 1 2 

 得克萨斯 1 0 0 1 

 新明斯特 1 0 0 1 

 鲍尔 1 0 0 1 

 鼠伤寒 10 8 16 34 

 布莱福德 1 0 0 1 

 雷摩 1 0 1 2 

 塔福 1 0 0 1 

 埃顿 1 0 1 2 

 斯塔利 1 2 0 3 

 阿贡纳 1 4 1 6 

 德尔卑 0 1 11 12 

续表 1 

菌群 菌型 2016/株 2017/株 2018/株 合计/株

C1 群 猪霍乱 2 0 1 3 

 罗森 1 2 5 8 

 艾因摩雷 1 0 0 1 

 艾因格迪 0 1 0 1 

 汤卜逊 0 1 1 2 

C2-3 群 塔拉哈西 1 1 0 2 

 爱德蒙顿 1 0 1 2 

 科瓦利斯 1 0 0 1 

 菲尔摩雷 1 1 0 2 

 肯塔基 0 2 0 2 

 塔科拉迪 0 2 0 2 

 贝尔维尤 0 1 0 1 

D1 群 肠炎 5 7 16 28 

 布利丹 0 2 1 3 

 科瓦利斯 0 1 0 1 

E1 群 阿西纳 4 0 1 5 

 吉韦 1 5 1 7 

 火鸡 1 0 0 1 

 纽兰 2 1 0 3 

 伦敦 0 3 14 17 

 科奎拉特威尔 0 1 0 1 

 波迪恩思 0 1 0 1 

 火鸡 0 1 0 1 

 鸭 0 1 1 2 

 韦太夫雷登 0 0 1 1 

E4 群 戈尔查 1 0 1 2 

 克雷菲尔德 5 2 0 7 

 富尔达 1 4 2 7 

 坎斯塔特 0 2 1 3 

总计  51 57 78 186 

 

3.4  沙门菌耐药情况 

3.4.1  总体情况 

药敏结果显示, 186 株沙门菌对头孢他啶和亚胺培南均

敏感, 但对其他 11 种抗生素有不同程度的耐药。耐药率最

高的是阿莫西林(60.800%), 其次是复方磺胺(58.100%)、四

环素为(53.200%)和萘啶酸(35.500%)。对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庆大霉素和头孢唑林的耐药率相对较低 , 分别是

19.900%、18.300%和 17.200%。对环丙沙星、氯霉素、阿奇

霉素和头孢噻肟的耐药率最低, 均在 10%以下。(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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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2018 年安宁市食品从业人员携带沙门菌的耐药情况 
Table 2  Resistance of Salmonella in food practitioners in Anning city from 2016 to 2018 

抗生素 

2016(n=51) 2017(n=57) 2018(n=78) 合计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耐药株数 

耐药率 
/% 

AMP 30 58.800 35 61.400 48 61.500 113 60.800 

AMC 10 19.600 12 21.100 15 19.200 37 19.900 

TET 28 54.900 30 52.600 41 52.500 99 53.200 

CHL 6 11.800 5 8.800 7 8.900 18 9.700 

CFZ 9 17.600 10 17.500 13 16.700 32 17.200 

SXT 30 58.800 32 56.100 46 58.900 108 58.100 

CIP 3 5.900 5 8.800 6 7.700 14 7.500 

CAZ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IMP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NAL 19 37.300 20 35.100 27 34.600 66 35.500 

CTX 4 7.800 5 8.800 9 11.300 18 9.680 

GEN 8 15.700 10 17.500 16 20.500 34 18.300 

AZI 1 2.000 1 1.800 2 2.600 4 2.200 

 
186 株沙门菌菌中, 有 17 株对 13 种抗生素均敏感, 其

中包括了 3 株鼠伤寒沙门菌, 3 株肠炎沙门菌、1 株科瓦利斯

沙门菌、1 株布莱福德沙门菌、1 株艾因格迪沙门菌、1 株

波迪恩思沙门菌、2 株德尔卑沙门菌、1 株坎斯塔特沙门菌、

2 株伦敦沙门菌、1 株雷摩沙门菌和 1 株塔拉哈西沙门菌。 

3.4.2  优势血清型的耐药谱 

优势血清型的耐药谱显示, 34 株鼠伤寒沙门氏菌有

17 种耐药谱(详见表 3)28 株肠炎沙门菌有 12 种耐药谱(详

见表 4)。 

 
表 3  鼠伤寒沙门氏菌耐药谱 

Table 3  Resistance spectrum of Salmonella typhimurium 

 耐药谱 菌株数

10 耐 AMP-AMC-TET-CHL-SXT¬–CFZ-CTX-GEN- 
NAL-CIP 

1 

9 耐 AMP-AMC-TET-CHL-CFZ-SXT––NAL-GEN-AZI 1 

8 耐 AMP-TET-CHL-SXT-CFZ-AZI-NAL-GEN 1 

6 耐 AMP-TET-SXT-CHL-NAL-GEN 3 

 AMP-AMC-TET-CFZ-NAL-GEN 1 

 AMP-AMC-TET-CHL-CFZ-SXT 1 

 AMP-AMC-TET-CFZ-GEN-NAL 1 

5 耐 AMP-AMC-TET-CHL-SXT 1 

 AMP-TET-CHL-SXT-GEN 1 

4 耐 AMP-AMC-TET-NAL 1 

续表 3 

 耐药谱 菌株数

 AMP-TET-CHL-SXT 1 

3 耐 TET-CHL-SXT 1 

 AMP-AMC-TET 2 

2 耐 TET-NAL 1 

 AMP-TET 11

 100%敏感 3 

 
表 4  肠炎沙门氏菌耐药谱 

Table 4  Drug resistance spectrum of Salmonella enteritidis 

 耐药谱 菌株数

7 耐 AMP-AMC-TET-CHL-SXT-CFZ-CTX 1 

6 耐 AMP-AMC-TET-CHL-CFZ-CTX 1 

 AMP-AMC-TET-HL-CFZ-GEN 1 

 AMP-TET-CHL-SXT-GEN-NAL 2 

4 耐 AMP-AMC-TET-CFZ 2 

 TET-CHL-SXT-NAL 5 

3 耐 AMP-TET-NAL 3 

 AMP-AMC-TET 4 

2 耐 TET-CHL 2 

 AMP-TET 2 

1 耐 NAL 2 

 100%敏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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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在人群中的沙门菌传染源包括肠热症患者或带菌者, 

1%~5%的肠热症患者可转变为无症状带菌者, 在其粪便中

仍可持续排菌长达 1 年或 1 年以上, 成为人类伤寒和副伤

寒病原菌的储存场所和重要传染源, 对他人健康造成威 

胁[9]。对于食品从业人员而言, 一旦感染沙门菌, 便可呈现

为大面积扩散, 造成环境、食物污染, 成为主要传染源。

因此需要加强每年的食品从业人员沙门菌携带的调查, 从

而加以控制, 杜绝传染源[1]。 

从检出沙门氏菌的人群分布来看: 男女检出率没有

差别。而 18~28, 29~39 岁检出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可能与就餐习惯有关。检出的 186 株沙门菌可分为 43 个血

清型, 体现了安宁市食品从业人员健康携带沙门菌的多样

性。尤其是检出了一些云南省不常见的血清型: 艾因格迪、

贝尔维尤、科瓦利斯、科奎拉特威尔、波迪恩思、坎斯塔

特, 提示了该市健康人群携带沙门菌的独特性。菌株的多

样性和独特性, 可能与近年来当地经济高速发展,外来务

工人员大量涌入有关。外来少见菌型的进入, 容易引起广

泛的感染导致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10]。因此, 更应加强食

品从业人员的监测。 

肠炎沙门菌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等地主

要的致病血清型, 也是我国食物中毒事件中检出频率最高

的血清型[11]。从近年来报道的沙门氏菌病病例看, 无论国内

外, 鼠伤寒都是优势血清型[12]。2016~2018 年安宁市食品从

业人员携带的沙门菌的优势血清型是鼠伤寒沙门氏菌   

(34 株)、肠炎沙门氏菌(28 株)和伦敦沙门氏菌(17 株)。这与

许学斌等[13]报道的上海市从业人员体检结果不同, 该报道

显示肠炎沙门菌和鼠伤寒沙门菌不是上海市从业人员携带

的最优势血清型, 其占比不及阿哥纳沙门菌和德比沙门菌。 

这提示了相同职业人群携带的优势血清型存在地域

差别, 各地均需加强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以获得当地的

实际数据而不是机械参照其它地区监测结果来指导当地相

关工作。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 2016~2018 年安宁市食品从业人

员分离到沙门菌中 100%敏感的抗菌药物分别为亚胺培南、

头孢他啶 , 这与张鲍虎等 [14]研究一致 ; 对传统药物四环

素、青霉素和磺胺类抗生素耐药率均达 53.2%,这以王岚等

研究一致[15]。有研究也指出沙门菌对环丙沙星和萘啶酸的

耐药率分别为 1.3% 和 35.9%[16]。本研究的沙门菌对环丙

沙星和萘啶酸的耐药率也到了 7.5%和 34.9%。虽然有 17

株对 13 种药全敏感, 但鼠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氏菌耐药

情况也同样不容忽视, 鼠伤寒沙门菌最多对 10 种抗生素

产生耐药性, 肠炎沙门菌最多对 10 种抗生素产生耐药性, 

提醒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必须持续关注食品从业人员沙门菌

筛查和阳性菌株的耐药情况变化趋势, 如此方能为食源性

疾病的预防控制和临床治疗提供科学参考。 

5  结  论 

2016~2018 年安宁市食品从业人员的沙门菌携带率平

均为 0.307%, 3 年间检出的 186 株沙门菌分属 6 个菌群的

43 个血清型, 肠炎沙门菌和鼠伤寒沙门菌是优势血清型; 

上述沙门菌除对头孢他啶和亚胺培南 100%敏感外, 对其

它种类的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 而其中又以对复方

磺胺、四环素和萘啶酸的耐药最为普遍。应持续加强食品

从业人员沙门菌携带情况监测以科学指导当地食源性疾病

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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