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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8年吉林省食品中沙门氏菌的 

污染监测及血清型别分布 

孙景昱, 刘思洁*, 赵  薇, 王艳秋, 李可维, 石  奔, 杨修军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吉林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长春  130062) 

摘  要: 目的  了解 2011~2018 年吉林省食品中沙门氏菌的污染状况及血清型别分布。方法  采集 2011~2018

年吉林省 16类共 13507份食品样品, 对沙门氏菌进行监测分析。结果  13507份样品中检出沙门氏菌 75株, 总

检出率为 0.56%。其中 2016 年检出率最高, 为 1.02%; 9 个地区中白城市检出率最高, 为 2.00%; 不同食品类

别中生肉及生肉制品检出率最高, 为 2.29%; 75 株沙门菌主要以肠炎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为主, 分别占

总数的 37.33%和 13.33%。结论  吉林省食品中存在沙门氏菌污染, 具有潜在的食源性疾病风险, 应加强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 预防食源性疾病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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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and serotype distribution of Salmonella contamination in foods 
in Jilin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8 

SUN Jing-Yu, LIU Si-Jie*, ZHAO Wei, WANG Yan-Qiu, LI Ke-Wei, SHI Ben, YANG Xiu-Jun 

(Jilin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Changchun 13006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ntamination status and serotype distribution of Salmonella in food in 

Jilin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8. Methods  Totally 13507 samples in 16 food categories were collected from Jilin 

province during 2011-2018 for the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Salmonella. Results  Totally 75 Salmonella strains 

were detected from 13507 samples and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was 0.56%.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was found in 

2016, which was 1.02%. Among the 9 areas, Baicheng city had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which was 2.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Salmonella in raw meat and raw meat products was the highest, which was 2.29%. In total 75 strains 

of Salmonella mainly in S.enteritis and S. typhimurium bacteria accounted for 37.33% and 13.33% of the total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foods of Jilin province are contaminated by Salmonella, and there is a potential risk 

of foodborne disease. As a result,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event and control 

foodborne disease outbr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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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沙门氏菌是肠杆菌科沙门氏菌属的革兰氏阴性短小杆

菌, 在食品中分布广泛[1,2]。沙门氏菌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

食物是感染沙门氏菌的传播的重要媒介, 是引起食品安全

事件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由沙门氏菌

引起的食物中毒居细菌性食物中毒之首[3‒5]。目前沙门氏菌

的血清型别有 2500 多种, 且存在地域性差异[6]。全球每年有

1600 万沙门氏菌感染病例, 其中约 60 万死亡[7]。血清型别

和感染者的身体状况是导致感染沙门氏菌的主要因素, 因

此, 对沙门氏菌分离株进行血清分型具有重要意义, 借助血

清分型可以追溯沙门氏菌病暴发的源头[8]。多数沙门氏菌能

够引起肠胃炎, 常见的血清型别包括肠炎沙门氏菌、鼠伤寒

沙门氏菌、德尔卑沙门氏菌等。本研究于 2011~2018年间, 对

吉林省采集的食品样品进行沙门氏菌的分离鉴定、血清分型

及分析, 为食品监管部门加强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与菌株 

2011~2018 年对吉林省 9 个州市的食品样品进行了沙

门氏菌污染状况监测, 包括肉及肉制品、蛋与蛋制品、调

味品、豆制品、速冻米面食品等 16 个食品类别, 共计 13507

份样品。其中分离得到 75 株沙门氏菌, 均经吉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微生物实验室复核。 

2.2  试剂与仪器 

缓冲蛋白胨水、四硫磺酸钠煌绿增菌液、亚硒酸盐胱

氨酸增菌液、营养琼脂、营养肉汤(北京陆桥股份有限公司);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法国科玛嘉公司); API 20E 生化试剂

盒(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VITEK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GN 鉴定卡(法国

BioMrieux 公司); 沙门氏菌属诊断血清(丹麦 Statens serum

公司)。以上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2.3  检测方法 

按照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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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以及《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监

测工作手册》[10]中食源性致病菌检验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检验。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以 α=0.05

为检验水准,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种类食品中沙门氏菌检出情况  

2011~2018 年共检测 16 类 13507 份样品, 11 类食品

中检出沙门氏菌, 其中生肉及生肉制品中污染情况最为

严重, 检出率为 2.29%, 速冻米面食品检出率为 1.53%, 

蛋与蛋制品检出率为 1.56%, 其余类别检出率详见表 1。

对不同食品种类检出率进行分析, 结果显有显著性差异

(χ2=63.93, P＜0.05)。 

 
 

表 1  不同种类食品中沙门氏菌检出结果 
Table 1  Detection results of Salmonella in different kinds  

of foods 

食品类别 阳性检出数 样本数 
阳性检出率

/% 

焙烤及油炸类食品 2 971 0.21 

餐饮食品 10 3665 0.27 

蛋与蛋制品 11 703 1.56 

调味品 3 619 0.48 

豆制品 5 1160 0.43 

坚果与籽类及其加

工制品类 
1 223 0.45 

冷冻饮品 0 562 0.00 

乳与乳制品 0 400 0.00 

生肉及生肉制品 16 700 2.29 

熟肉及熟肉制品 12 1208 0.99 

蔬菜及其制品 0 862 0.00 

水产品 3 836 0.36 

水果及其制品 4 319 1.25 

速冻米面食品 8 523 1.53 

婴幼儿食品 0 465 0.00 

其他 0 291 0.00 

合计 75 13507 0.56 

 

3.2  不同年份及地区沙门菌检出情况  

2011~2018 年共检出沙门菌 75 株, 每年均有检出, 总

体检出率为 0.56%。2016 年检出率最高, 为 1.02%(16/1561); 

其次为 2015 年, 检出率为 0.91(18/1982); 2012 年检出率最

低, 为 0.16%(2/1217)。2011、2018 年沙门氏菌阳性检出率

最高的为四平市, 2012~2017 年检出率最高的地区为白城

市。对 8 个不同年份食品中沙门氏菌检出率进行分析, 结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93, P＜0.05)。 

9 个地区中白城市的总检出率最高 , 阳性率达

2.00%(25/1252)。其次为四平市, 检出率为 0.76%(13/1709)。

检出率最低的地区为白山市, 阳性检出率为 0.08%(1/1313)。

对沙门氏菌的检出率相对较高的地区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有显著性差异(χ2=33.21, P＜0.05), 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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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采样地点类型分布情况 

从餐饮服务环节和流通环节 14 类采样地点来分析, 

便利店/零售店污染沙门氏菌阳性率最高, 为 0.84%, 其

次是路边摊位和网店, 阳性率分别为 0.77%和 0.66%, 5 类

采样地点未检出沙门氏菌(表 3)。经结果分析, 不同采样

地点类型检出率无显著差异(χ2=14.21, P>0.05)。 

 
表 3  不同采样地点沙门氏菌检出结果 

Table 3  Detection results of Salmonella in different  
sampling sites 

采样地点类型  
阳性 

检出数 
样本数 

阳性检

出率/%

餐饮服务环节     

 饭店/酒店 6 1435 0.42 

 集体食堂 1 424 0.24 

 街头摊点 0 452 0.00 

 快餐店 1 230 0.43 

 小吃店 1 480 0.21 

 饮品店 0 246 0.00 

流通环节     

 百货商场 0 183 0.00 

 便利店/零售店 11 1299 0.84 

 超市 20 3521 0.57 

 零售加工店 2 624 0.32 

 路边摊位 29 3752 0.77 

 网店 4 603 0.66 

 学校周边小商铺 0 138 0.00 

 批发市场 0 45 0.00 

合计  75 13507 0.56 

 
3.4  不同血清型别分布情况 

检出 75 株沙门菌分属于 7 个群, 21 个血清型别, 如

表 4。其中, D 群最多, 占比为 37.33% (28/75); B 群次之, 

占比为 34.67%(26/75); 其他群占 12% (9/75); C1 群、E4

群占比位列其后, 均为 5.33% (4/75); F 群检出率最低为

1.33% (1/75)。我省血清型别以肠炎沙门菌和鼠伤寒菌为

主 , 分 别 占 总 样 品 量 的 37.33% (28/75) 和 13.33% 

(10/75)。 

表 4  食品中 75 株沙门氏菌血清型别分布情况 
Table 4  Serotype distribution of 75 Salmonella in foods 

血清群 血清型别 阳性数 占比/%

B 群 阿贡纳沙门氏菌 2 2.67 

 金斯敦沙门氏菌 1 1.33 

 里森沙门氏菌 1 1.33 

 圣保罗沙门氏菌 1 1.33 

 阿邦尼沙门氏菌 2 2.67 

 阿雷查瓦莱塔沙门氏菌 2 2.67 

 猪霍乱沙门氏菌 2 2.67 

 德尔卑沙门氏菌 5 6.67 

 鼠伤寒沙门氏菌 10 13.33 

C1 群 波茨坦沙门氏菌 2 2.67 

 罗米他沙门氏菌 2 2.67 

D 群 肠炎沙门氏菌 28 37.33 

E1 群 鸭沙门氏菌 1 1.33 

 伦敦沙门氏菌 2 2.67 

E4 群 山夫登堡沙门氏菌 4 5.33 

F 群 阿巴特图巴沙门氏菌 1 1.33 

其他群 阿西纳沙门氏菌 1 1.33 

 卡杜纳沙门氏菌 2 2.67 

 卡普士得沙门氏菌 2 2.67 

 库巴查沙门氏菌 2 2.67 

 罗森沙门氏菌 2 2.67 

 

4  结论与讨论 

沙门氏菌是引起我国细菌性食物中毒次数最多的致

病菌之一[11]。2011~2018 年间吉林省 13507 份市售食品样

品中检出沙门氏菌 75 株, 检出率较高的食品类别有生肉

及生肉制品、蛋与蛋制品、速冻米面食品、水果及其制品, 

说明这 4 类食品较易受沙门氏菌污染。相关部门应当提醒

广大群众在食用这 4 类食品时, 应注意食品卫生, 彻底加

热且生熟分开, 避免交叉污染。本次监测结果中, 生肉及

生肉制品的沙门氏菌检出率最高, 与李会等[6]、胡豫杰等[12]

报道的结果相符。 

本次监测中 , 2011~2018 年吉林省内总体污染率为

0.56%, 低 于 2003~2010 年 山 东 省 沙 门 氏 菌 检 出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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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3]。2016 年江苏省沙门氏菌阳性检出率为 3.29%[14], 

高于我省同年检出率 0.41%。 

吉林省食品中检出的沙门氏菌分属于 B、C1、D、E1、

E4、F 和其他, 7 个群 21 个血清型别, 优势血清型别主要是

肠炎沙门氏菌 37.33%, 说明吉林省沙门氏菌型别呈多态性, 

同时也有一定的优势菌存在, 这对研究我省沙门氏菌型流

行趋势变化有一定指导意义。 

在流通过程中, 常常由于食品的加工储存不当、交叉

污染等原因造成沙门氏菌污染 , 进而引发食源性疾病暴

发。本次监测结果表明便利店/零售店沙门菌检出率最高, 

说明这 2 类场所是沙门氏菌污染的高发区。这类场所存在

从业人员卫生健康意识薄弱, 销售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防护, 

对食品储存环境控制不当等问题, 因此便利店/零售店是

我省发生食品中沙门氏菌污染和传播的主要场所。相比我

国中部及南方城市, 我省沙门氏菌污染情况较轻, 可能是

因为北方冬季较长, 夏季短, 不利于食品中沙门氏菌的生

长, 所以流行率较低。此次市售食品监测中, 沙门氏菌的

总体检出率较高的年份为 2016 年、2015 年和 2018 年。但

检出率较高的年份均分布在监测的后四年间, 说明近年来

沙门氏菌在我省的污染情况有所增长, 应引起食品安全管

理部门的足够重视, 加强对市售食品加工、流通、储存等

环节的监督。 

在我国引起食物中毒最常见的血清型别主要是鼠伤

寒沙门氏菌、肠炎沙门氏菌和德尔卑沙门氏菌等[15]。河南

省以肠炎和阿贡纳沙门氏菌为主, 云南省以德尔卑沙门氏

菌为主, 贵州省以鼠伤寒和斯坦利沙门氏菌为主[16‒18]。这

说明不同地区的食品中检出沙门氏菌优势血清型别分布上

存在一定差异。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沙门氏菌监测网数据

分析显示: 引起食源性疾病的沙门氏菌最常见血清型别一

般以肠炎沙门氏菌、鼠伤寒沙门氏菌较为多见[19]。近年来, 

沙门氏菌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频频发生[20,21], 沙门氏菌污

染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得到密切关注, 因此, 加强食品中沙

门氏菌监测对预防食源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 吉林省沙门氏菌感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问

题不容忽视, 应在感染高发的夏秋季节提醒广大市民注意

饮食安全, 科学处理高风险食物, 加强食品监管力度, 从

源头做好防控措施。面对高发人群, 应加强健康行为的教

育, 促进良好行为的形成, 提高健康行为形成率, 降低沙

门氏菌食物中毒暴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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