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

中国 !""# 年 ## 省（市）食品中李斯特菌

污染状况的主动监测

吴蜀豫 李迎惠 冉陆 付萍 李志刚 姚景会

【摘要】 目的 监测中国主要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污染状况。方法 在 ## 个

省（市）抽检生肉、熟肉、生奶、生食蔬菜、酸奶、冰淇淋、生食水产品 & 类食物样品’ "(’份，采用国家标

准方法（国标法）检测 $%，并经 )*+!,系统（-./012 3.456701，865961:201，-;）鉴定。结果 ’ "(’份样品

中，国标法检出 $% &" 株，分布于 & 省（市）’ 类食品中，总阳性率为#<&’=，## 省（市）中福建省 $% 阳

性率最高，& 类食品中生肉污染最严重。与国标法相比，)*+!,系统鉴定结果敏感性 > ?@=，特异性 >

?&=。结论 各省 & 类食品不同程度受到 $% 污染，各地应加强相应卫生监管工作。)*+!,系统可用

于准确、快速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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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8<>+4 G9,9H’89&-<,<;，
$% ）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原菌，它在自然界分布广

泛，粪便污染食品后经口传播是其主要传播途径［#］，

由该菌引起的疾病称为李斯特菌病（$6J2IF60J6J）。该

病发病率不高，临床表现多样化，如胃肠炎、脑膜炎、

菌血症、流产等，孕妇、婴儿、免疫力低下者最易感。

$% 多年来在我国猪、羊、鸡、牛、兔等家禽

基金项目：科技部公益项目基金资助；科技部中丹政府间科技合

作项目（*%#(：#@ X//?）

作者单位：#"""!#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

所

通讯作者：冉陆 ;N9465：F415.CCDG4B00< 709

家畜中有流行［!，(］，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感染该菌

引起爆发性流行的报告，已经报告的临床散发病例

有数十例［’NC］。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多次爆发

由空心菜、奶酪等引起的 $% 食物中毒，死亡率达

("=以上［&］。在卫生部和科技部的支持下，全国食

品污染物主动监测网于 !""# 年对 ## 个省（市）& 类

食品中的 $% 污染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本项研究

首次在国内采用自动聚合酶链反应（/A,）细菌鉴定

系统———)*+!,系统，对 $% 进行鉴定，并将其与传

统国家标准方法（国标法）进行了比较，探索对 $%
的快速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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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样品来源：全国食品污染物主动监测网监测

点北京、重庆、吉林、河南、陕西、浙江、福建、广东、湖

北、山东、江苏等 !! 省（市），于 #$$! 年对所在省

（市）的 % 类食品：生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鸡

肉）、熟肉制品（无定型包装）、生奶、冰淇淋、酸奶、生

食水产品、生食蔬菜，抽取样品& $’&份，无菌采样包

装，每件样品至少#$$ (（)*）；样品在 &+下，, -之内

送达当地实验室并接种到增菌培养基中。

# "当地实验室初步分离鉴定：分离鉴定方法参

照国标法（./&%,010&）［,］。其中，增菌采用二次增菌

（2/）法［0］：样品#3 ( 4 ##3 )* 2/! 增菌液，’$+培养

#& -；取 2/! 增 菌 液$ "! )*加 至 !$ )* 2/# 增 菌 液

’$+培养#& -后，将 2/# 增菌液划线接种 56789
（科玛嘉）李斯特菌显色培养基，’3+培养#& -；挑取

疑似菌落进行鉴定。各监测点实验室将初步分离鉴

定的阳性（可疑）菌株的原代或二代培养物送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食源性致病菌

国家参比实验室进行确证。

’ "国家参比实验室确证试验：国家参比实验室

参照国标法［,］，对送检菌株进行生化、溶血及小鼠毒

力试验。将镜检革兰染色阳性小球杆菌，三铁糖产

酸不产气，:;9 半固体上呈伞状，尿素酶、甘露醇、木

糖、硝酸盐还原为阴性，过氧化氢、鼠李糖、七叶苷、

97、<=、溶血试验、小鼠毒力试验为阳性的菌株，判

定为 29，生化试验结果与前者相同但溶血试验和小

鼠毒力试验为阴性的判为英诺克李斯特菌（ !"#$%&"’
"(()*+’）。送检的所有菌株再经 />?!7系统鉴定。

& "/>?!7系统鉴定：将送检的菌株转种到脑心琼

脂（英国 8?8;@ 公司产品）平板上，’$+ 培养!A B
#$ -，挑取# B ’ 个菌落，用去离子水制成可见浊度的

菌悬液，吸取3!*菌悬液加入#$$!*已配好的裂解剂

中，在热裂解仪上进行热裂解 33+A$ )CD，然后 03+
!$ )CD；转入冰盒中冷却3 )CD；吸取3$!*裂解系统溶

液，移入已装有 =57 反应所需试剂片的反应槽中；

将反应槽转入 />? 自动 =57 鉴定系统，启动程序，

& -后，电脑自动显示记录结果，29 记为阳性，其他

李斯特菌或非李斯特菌记为阴性（裂解剂、热裂解

仪、冰盒、=57 反应试剂片等均为美国 @E=FDG 公司

/>?!7系统配套产品）。

3 "统计学分析：以国标法作为标准，比较 />?!7

系统鉴定结果与国标法鉴定结果的一致程度，计算

/>?!7系统鉴定结果的敏感度、特异度及假阴性率、

假阳性率。

结 果

!! 省（市）共抽检食物样品& $’&份，当地实验室

初步鉴定出阳性菌 !$& 株，经国家参比实验室确证

为 29 的有 %$ 株，’! 株为英诺克李斯特菌，’ 株为非

李斯特菌属。

! "各省（市）% 类食品中 29 污染状况：!! 个省

（市）共抽检食物样品& $’&份，检 出 29 %$ 株，占

! "%&H。其中，福建检出率最高为% "&3H，其次是北

京、河南、浙江、重庆、吉林、江苏，检出率在! "!,H B
#"0AH，湖北、山东、广西、陕西未检出（表 !）。

表! #$$! 年 !! 个省（市）食物样品 29 检出率

省、市 样品份数 29 阳性份数 阳性率（H）

福建 ’## #& %"&3
北京 !’3 & #"0A
河南 ! &A’ #% !",3
浙江 !,# ’ !"A3
重庆 &!# A !"&A
吉林 !AA # !"#$
江苏 ’’, & !"!,
湖北 ’#& $ $"$$
山东 ’A# $ $"$$
广东 #%% $ $"$$
陕西 3’ $ $"$$
合计 & $’& %$ !"%&

# " 各类食品中 29 分布情况：% 类食品中 & 类

（生肉、生食蔬菜、熟肉、冰淇淋）检出 29，生肉检出

&& 株，检出率为’ ",,H，其中生猪肉污染最严重，其

次是生鸡肉、生牛肉、生羊肉。熟肉制品、冰淇淋检

出率分别为! "30H和$ "0%H。#,$ 份生食蔬菜样品

均由河南省监测网抽检，检出 29 污染率达# "3$H，

仅次于生肉。生牛奶、酸奶、生食水产品中未检出

（表 #）。

表" 我国 !! 省（市）#$$! 年 % 大类食物样品 29 检出率

样品种类 样品份数 29 阳性份数 阳性率（H）

生肉 ! !’& && ’",,
生食蔬菜 #,$ % #"3$
熟肉制品 0&! !3 !"30
冰淇淋 &!# & $"0%
生牛奶 ,&’ $ $"$$
酸奶 #!, $ $"$$
生食水产品 #$A $ $"$$
合计 & $’& %$ !"%&

’ " 国标法与 />?!7系统鉴定结果比较：经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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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证的 !" 株 #$，%&’!(系统鉴定结果 )* 株为阳

性，+ 株为阴性，经国标法鉴定为非 #$ 的 ,- 株细

菌，%&’!(系统鉴定结果有 + 株为阳性，其余 ,, 株为

阴性。以国标法为标准，%&’!(系统鉴定 #$ 的敏感

度为*. /)0，特异度为*! /+0，假阳性率为1 /*0，假

阴性率为+ /-0，两种方法的吻合程度达*. /+0。

讨 论

本次 调 查 食 品 中 #$ 的 阳 性 检 出 率 平 均 为

+ /!-0，低于国外报道水平［+］。但比 +**) 年和 1"""
年两次全国范围调查的结果（" /!10和" /*)0）明显

增高［+"，++］。1""" 年全国食品污染物主动监测网在

+" 个省（市）监测 ) 大类食物（无生食蔬菜）样品

+ .*)份，#$ 污染率生肉为" /*)0，熟肉为" /**0，其

余未检出［++］。1""+ 年几类食品的污染率均有所上

升，其中生肉为1 /-!0，熟肉为+ /,.0，且冰淇淋中

也检出了 #$（" /*!0）。综合 +**)、1""" 和 1""+ 年

三次的监测数据，李斯特菌污染在食品中普遍存在。

熟肉作为直接入口食品，#$ 的污染连续两年处于较

高水平，且有增高趋势，表明熟肉制品的加工、运输、

储藏等环节卫生状况亟待改善，应引起有关部门及

消费者的警惕。河南省以往调查显示蔬菜中该菌的

检出率为2 /,0［+1］，本次监测生食蔬菜样品 1." 份，

检出率达1 /20，结合生食蔬菜在欧美部分国家曾经

引起 #$ 感染的爆发性流行，提示生食蔬菜是我国

食品中 #$ 的又一大污染来源。1"""、1""+ 年均未

在生奶、生食水产品中检出 #$。

#$ 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畜禽肉、蔬菜、熟肉制

品、奶制品等是其主要传播途径，要预防控制 #$ 感

染，必须从控制食物链入手。在世界范围内经确认

的 #$ 爆发事件只有不到 1" 起，引起爆发的食物有

蔬菜、奶酪、肉制品、熏制的海产品等（表 ,）。美国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34&）和美国农业部（564&）为

了确定 #$ 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危险性，联合对 1" 多

种食品进行合作研究；结果发现，肉食品和海产品

最容易感染 #$，而乳制品污染的危险性较小。研究

中还发现，在冰淇淋之类食品中存在少量 #$ 的污

染，但在公共卫生上不显示危险性，因此将对这个领

域内的某些法规限制进行重新评价。国际乳制品协

会的法规制定部门认为，通过此类法规的修改，将有

助于降低由于存在极微量 #$ 时因召回产品所造成

的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这次合作研究还判明，冷冻

餐后甜食和加热处理的奶酪，由 #$ 引起健康上的

危险性也很小。

%&’!(系统是一种基于 78( 技术的快速细菌检

测系统，已获得美国分析化学家协会（&9&8）认证，

目前能针对大肠埃希菌 9+2!、沙门菌属、李斯特菌

属、#$ 做出快速检测。1""1 年 - 月 564& 和食品安

全检验局（36:6）正式将该系统用于肉类、禽类供应

中 #$ 的检测，1"", 年 , 月又正式将其用于即食食

品中沙门菌的检测，对大肠埃希菌9+2!; <! 的检测

正在评价中［+,］。本次研究率先在国内应用该系统

对 #$ 进行检测。采用分纯的菌株培养至对数生长

期时进行鉴定，系统鉴定结果的敏感度达到*. /)0，

特异度为*! /+0，与国外报道值（敏感度 = *.0，特

异度 = *!0）相符［+-］。

表! 世界各地经确认的 #$ 爆发事件分布

年代 地点 病例数（死亡数） 感染源

+*.+ 加拿大 -+（+.） 生卷心菜

+*., > +*.! 瑞 士 +11（,-） 软奶酪

+*.2 美 国 +-1（-.） 软奶酪

+*.! > +*.* 英 国 = ,2" 馅饼

+*.* > +**" 丹 麦 1)（)） 奶酪

+**1 法 国 1!*（.2） 猪舌胨

+**, 法 国 ,* ?@AABCBD
+**, 新西兰 熏制贝类

+**- 美 国 -2 巧克力奶

+**2 瑞 士 2!（+.） 软奶酪

+**2 法 国 ,,（-） 软奶酪

+**! 意大利 !-. EF?G HAFIB?
+**. > +*** 美 国 +""（+2） 热狗

+**. > +*** 芬 兰 +.（-） 奶油

+*** > 1""" 法 国 ,1（+"） 猪舌胨

1""" 美 国 1* 熟火鸡肉

1""1 加拿大 1+ 奶酪

1""1 美 国 +1"（1,） 熟火鸡肉

传统检测 #$ 的方法要经过一次或二次增菌后

分离培养，再经生化、溶血试验、动物实验等证实，耗

时2 > +1 天，操作繁琐。%&’!(系统基于特异性引物

进行 78(，可以直接对增菌液进行筛检，试验周期短

（-. J），灵敏度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国际间

食品贸易交流，必将要求提高食品卫生检验的时效

性、准确性，%&’!(系统无疑为准确、快速检测食品中

致病菌提供了新的选择。

〔感谢北京、重庆、吉林、河南、陕西、浙江、福建、广东、湖

北、山东、江苏等 ++ 省（市）参加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致病

菌监测的全体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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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贵州省 +,,, W 477+ 年麻疹流行状况分析

朱青 李胜 叶绪芳 任刚 周晖 杜雯

了解分析贵州省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和流行因素，探讨加

速麻疹控制策略。

+3材料与方法：!资料来源：麻疹病例资料来自我省法

定传染病常规报告系统和麻疹监测专报系统，人口及出生率

资料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局出版的《贵州年鉴》中省统计局人

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实验方法：疑似麻疹病例早期血清

LR! 抗体检测采用抗体捕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XYLIA），试剂

盒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提供。本省

省级麻疹实验室完成检测。#统计学分析：用 J%Z<$% -37建

立数据库，采用 XZ#)’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43结果：!发病概况：+,,, W 477+ 年 6 年全省共报告麻疹

病例6/ 450例，各年发病数分别为+7 +4,例、+4 54+例和++ 660
例，发病率45345 N +7 万、61365 N +7 万和643+0 N +7 万，位居全国

前 6 名。"流行病学特征：6 年分别有 5- 个、5- 个和 51 个县

（市、区）报告麻疹病例，分别占全省 50 个县的,030[、,030[
和,53,[，呈高度分散状态。6 年中报告麻疹病例数在 + W +7
例、++ W +77 例、+7+ W 477 例和 47+ 例以上的县分别占应报告

县数的 +4[（6+ N 4-1）、/7[（+76 N 4-1）、4/[（1+ N 4-1）和 4/[
（1+ N 4-1），而病例数在 47+ 例以上县的发病数占总报告发病

数的-,3-[（47 6,, N 6/ 450）。6 年间麻疹发病年龄分布基本

一致，主 要 集 中 在 小 年 龄 组 儿 童，+ 岁（++31[）、- W 0 岁

（4-3-[）各有一个发病高峰。总体趋势以 +7 岁以下儿童发

病为主，占总报告病例数的5+3-[，+7 W +/ 岁发病次之，占总

报告病例数的+435[。全年各月均有发病，但以

作者单位：--777/ 贵阳，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计划免疫科

春季为主，发病高峰均基本在 6 W 1 月（-/3/[）。6 年全省分

别发生麻疹爆发 56 起（+ /5,例）、+4/ 起（4 ,77例）和 11 起

（4 +,,例），占各年病例总数的+/30[、4431[和+,3/[，且有

漏报现象。#流行因素分析：报告的6/ 450例病例中，/131[
的病例有麻疹疫苗接种史，4436[无接种史。我省属边远贫

困山区，常规免疫工作难度较大。漏种现象较多，易引发麻

疹爆发性流行。

63讨论：我省麻疹发病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且以小

年龄为主，其原因主要是：!各地计划免疫工作发展不平衡，

且未切实掌握超生、流动儿童，使基础免疫实际接种率低，存

在免疫空白点。"由于采用走村串户上门接种的接种模式，

疫苗损耗大，有限的疫苗用于保证基础免疫，造成 0 岁组加

强免疫疫苗不足，政府财政又难于增加购苗费用。另外，部

分地区视入校开展免疫接种为乱收费，使 0 岁组加强免疫工

作难于开展，造成 0 岁组加强免疫实际接种率低。#乡级冷

链设备不完善，上门接种模式使接种周期延长，不能保证疫

苗冷藏，以及接种技术存在问题等，不能保证高水平的接种

质量，使疫苗保护率低。$疫情迟报，延误处理，造成流行。

建议为迅速控制贵州省麻疹流行，应开展一次 5 月龄至

+/ 岁儿童麻疹疫苗普种，以迅速提高免疫覆盖率，并逐步开展

麻疹实验室网络建设和麻疹个案调查，提高麻疹专报系统资

料的利用价值，及时为调整麻疹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加

强冷链管理，大力推行定点接种，安全接种，保证接种质量。

（收稿日期：477427,2+7）

（本文编辑：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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