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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天然矿泉水中疑似粪链球菌的鉴定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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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检测某品牌饮用天然矿泉水样品中是否含有粪链球菌, 并对出现的疑似菌落进行分析。方法  

按照 GB 8538.5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中粪链球菌的检测方法对样品进行检

测, 对疑似菌落进行确证性实验, 并通过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对疑似菌进行鉴定。   

结果  滤膜上出现典型红色菌落, 经确证性实验确认为非粪链球菌; 经 VITEK 2 COMPACT 鉴定, 该菌为粘

质沙雷氏菌。结论  样品中的疑似菌落非粪链球菌而是粘质沙雷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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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Enterococcus faecalis in a natural mineral water sample and 

analyze the suspected bacterial colonies. Methods  The samples were t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st method 

specified in GB 8538-2016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Inspection of natural mineral water for drinking, and the 

suspected bacterial colonies were confirmed by VITEK 2 COMPACT automatic 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Results  The typical red colony appeared on the membrane, which was confirmed as non-streptococcus faecalis by 

confirmative test. VITEK 2 COMPACT identified the bacteria as Serratia marcescens. Conclusion  The suspected 

colony of Enterococcus faecalis in the samples is not Enterococcus faecalis but Serratia marc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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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粪链球菌 (Enterococcus faecalis), 又称粪肠球菌 [1], 
属于肠球菌属, 是一种兼性厌氧型革兰氏阳性菌, 菌体形

态呈链状或球状, 无芽孢, 无荚膜[2], 对环境具有极强的

适应力和抵抗力。粪链球菌为条件致病菌[3], 在水、土壤、

人畜体内及其粪便中广泛存在[4]。粪肠球菌通常被认为是

人类在内所有陆生动物肠道内共生的一种细菌[5], 一般认

为对人体无害, 但近年研究已证实, 部分粪链球菌具有毒

力[6]基因, 可引起广泛的感染, 如尿路感染、败血症、脑膜

炎、化脓性腹部感染、心内膜炎和腹泻发烧等[7,8]。  

本研究采用国标法对饮用天然矿泉水中的粪链球菌

进行检测, 并结合 VITEK 2 COMPACT 快速鉴定, 提高实

验室对饮用天然矿泉水中粪链球菌的检测能力, 为今后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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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法检测粪链球菌提供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  料 

2.1.1  样  品 
某品牌饮用天然矿泉水, 18.9 L×5 桶。 

2.1.2  标准菌株 
粪链球菌 ATCC29212、大肠埃希氏菌 ATCC25922(美

国 Microbiologics 公司)。 
2.1.3  主要培养基与试剂 

KF 链球菌琼脂培养基、脑-心浸萃液态培养基、3%
过氧化氢试剂、0.45 μm 无菌滤膜(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GN 鉴定卡(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2.1.4  仪  器 

SPX-150B-Z 生化培养箱、YXQ-LS-75G 高压灭菌锅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HR40-ⅡA2 生物安全

柜(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C6 水中微生物过滤系统

(杭州吉沃科技有限公司);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

生物鉴定系统(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2.2  实验方法 
2.2.1  水样过滤 

在 100 级洁净工作台上进行过滤操作。用无菌镊子夹

取 0.45 μm 无菌滤膜边缘部分, 网格面朝上, 放置于已灭

菌的滤床上, 固定好无菌滤器。采用无菌方式打开样品, 
倒入 250 mL 水样于无菌滤器中进行抽滤。过滤完成后, 将
过滤后的滤膜直接转移到 KF 链球菌琼脂培养基上, 网格

面朝上, 小心贴合放置, 避免在滤膜与培养基之间夹留气

泡。其他 4 个样品操作同上, 5 个样品编号 1～5。 
2.2.2  培  养 

将 KF 培养皿倒置, 36 ℃±1 ℃培养 48 h。 
2.2.3  计  数 

粪链球菌菌落在滤膜上应呈现大小不等的红色或粉

红色菌落。挑取 5 个可疑菌落(不足 5 个则全挑)进行革兰

氏染色并镜检, 计数典型菌落数。 
检验及计数过程中以粪链球菌 ATCC29212 作为阳性

对照; 以大肠埃希氏菌 ATCC25922 作为阴性对照。 
2.2.4  确证性实验 

从滤膜上挑取可疑菌落, 接种到脑-心浸萃琼脂培养

基斜面上, 在 36 ℃±1 ℃培养 24~48 h。根据实验结果选择

进行过氧化氢酶实验、脑-心浸萃液态培养基及胆汁液态培

养基生长实验等确认。 

3  结果与分析 

3.1  观察计数 

培养后经过观察计数, 滤膜上的菌落生长情况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 样品 3、4、5 对应的滤膜上有菌落生长, 
非典型菌落计数分别为 2、6、1, 非典型菌落为淡黄色, 形
态较大不定形, 边缘整齐, 直径约 3～4 mm, 表面湿润。只

有样品 3 对应的滤膜上有大量红色典型菌落, 菌落形态大

小不一。大量圆形、红色菌落, 直径约 0.5～1 mm, 表面湿

润; 大量圆形、粉红菌落, 直径约 1～2 mm, 表面湿润; 少
量红色及粉红方形菌落, 沿滤膜网格生长, 表面湿润; 还
有少量形态较大不定形的粉红菌落, 直径约 3～4 mm, 表
面湿润。 

3.2  确证性实验 

挑取可疑菌落接种于脑-心浸萃琼脂斜面培养基, 适
宜条件下培养后, 从中挑取典型培养物到无菌载玻片上, 
在涂有新鲜菌苔的载玻片上加入几滴 3%过氧化氢酶后, 
观察有无气泡产生。若无气泡, 则为过氧化氢酶阴性, 需
进行进一步的确证性实验; 若有气泡, 则为过氧化氢酶阳

性, 与粪链球菌不符, 确证实验到此为止。 
从滤膜中挑取可疑菌落分别进行确证性实验, 结果

如表 2 所示。 
 
 
 

表 1  滤膜菌落生长情况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bacterial colony growth 

样品编号 稀释倍数 培养时间/h 典型菌落数(红色或粉红)/(CFU/100 mL) 非典型菌落数(淡黄色)/(CFU/100 mL) 

1 原液 48 0 0 

2 原液 48 0 2 

3 原液 48 62 6 

4 原液 48 0 1 

5 原液 4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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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确证性实验结果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confirmatory test results 

可疑菌落 革兰氏染色 
脑-心浸萃琼脂 

生长实验 
过氧化氢酶实验

1 革兰氏阴性 生长 阳性 

2 革兰氏阴性 生长 阳性 

3 革兰氏阴性 生长 阳性 

4 革兰氏阴性 生长 阳性 

5 革兰氏阴性 生长 阳性 

 
由表 2 可知, 挑取的疑似菌落皆能在脑-心浸萃琼脂

斜面培养基上生长, 但皆为革兰氏阴性菌且过氧化氢酶实

验为阳性; 而粪链球菌为革兰氏阳性球菌且过氧化氢酶实

验为阴性, 因此, 该可疑菌落不属于粪链球菌。 

3.3  VITEK 2 COMPACT 鉴定 

鉴于在日常实验中极少遇到粪链球菌疑似菌落, 此
次实验过程较为罕见, 为进一步了解该疑似菌落, 决定对

该菌进行 VITEK 2 COMPACT 鉴定。 
挑取红色可疑菌落接种于营养琼脂进行纯化 , 于

36 ℃培养 24 h, 生长出粉红、圆形菌落。挑取适量菌落, 制
成 0.5～0.63 麦氏浊度的菌悬液, 填充到 GN 卡后装载上机

鉴定。经鉴定, 该菌为粘质沙雷菌(Serratia marcescens), 可
能性(probability)为 98%。 

据悉, 粘质沙雷菌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 无荚膜, 有
鞭毛, 能运动, 部分粘质沙雷菌可产生红色或粉红色的脂

溶性色素, 称为灵菌红素[9](prodigiosins)。粘质沙雷菌可分

为产色素菌株和不产色素菌株,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转

变, 对温度敏感, 在 20~28 ℃时可产生红色色素, 温度继

续升高, 产色素能力逐渐消失, 37 ℃时几乎不产色素, 恢
复温度可重新产色素[10]。赵银娟等[11]曾在实验过程中发现

一株适应性比较强的沙雷氏菌, 在较高温度下如 35 ℃甚

至 37 ℃也能产生少量灵菌红素。本次实验在纯化过程中

将其置于 36 ℃培养, 也产生了红色色素, 推测这可能是一

株产灵菌红素能力较强的粘质沙雷菌。 

4  结论与讨论 

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非常有必要保证水质的

卫生。粪链球菌作为一种重要的污染指示菌[12], 能客观地

反映水质的卫生状况[13], 对饮用天然矿泉水的水质状况起

到了重要的监测作用。现行标准 GB 8537-2018《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14]依然将粪链球菌纳入检验

指标菌且限量要求不得检出。由此可见, 监测饮用天然矿

泉水中的微生物指标, 如大肠菌群、粪链球菌、铜绿假单

胞菌等[15]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本次实验中的粪链球菌可疑菌落经确证性实验

证明不属于粪链球菌, 且经 VITEK 2 COMPACT 鉴定为粘

质沙雷菌, 但其作为干扰菌, 仍对以后的检测工作有着借

鉴意义。在粪链球菌的检测过程中, 需要注意对可疑菌落

加以甄别, 并通过确证性实验予以确认。在对可疑菌落进

行确证性实验的同时, 必要时可同时辅以微生物鉴定系统

(如 VITEK 2 COMPACT)进行确认, 采用多种鉴定方法有

助于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避免造成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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