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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从广州市屠宰场分离沙门氏菌 １５１ 株，鉴定出 １２ 种血清型，前 ３ 位优势

血清型分别为德尔卑沙门氏菌、罗森氏沙门氏菌、鼠伤寒沙门氏菌。 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分离

菌株对 １３ 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结果显示，沙门氏菌对四环素、多西环素、磺胺异恶唑、氨苄西林、
大观霉素的耐药率都在 ６０％以上，对奥格门丁、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头孢噻呋、多粘菌素 Ｅ 敏感（耐
药率≤１６％），多重耐药率为 ７９．２０％。 研究表明，沙门氏菌对部分药物耐药性较严重，亟需加强养殖

业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以控制耐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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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门氏菌（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是一种常见的人畜共患

病原菌，对人和动物的危害极大。 ２０１５ 年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解析》，指

出沙门氏菌居我国食源性疾病致病菌首位。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间我国报告的病因明确的细菌性食源性

疾病暴发事件中，７０％ ～ ８０％由沙门氏菌导致。 美

国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网运用所建立的模型评估

认为，美国每年有 １４０ 万非伤寒沙门菌病例，导致

１６．８ 万人次就诊，１．５ 万人次住院和 ４００ 人死亡。

同样，在欧盟所有病因明确的食源性暴发事件中，

由沙门氏菌引起的占比较高。 该病原菌对人类健

康影响风险较高、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较

大。 沙门氏菌在人和动物中具有广泛的宿主，很容

易在动物与动物、动物与人、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途径进行传播。 猪是沙门氏菌病原体的

主要储存宿主，在屠宰的时候，猪胴体可能会被肠

道中的沙门氏菌污染，从而引起人沙门氏菌感染，

对公共卫生构成潜在威胁。 随着中国养猪业的迅

速发展和饲养的高度集约化，沙门氏菌已成为危害

养猪业的重要细菌性疾病；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导

致沙门氏菌产生耐药性，耐药范围逐渐扩大，耐药

程度也在逐渐增加［１－２］。 因此，应实时监测畜禽产

品中沙门氏菌耐药趋势的变化。 本文拟调查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生猪屠宰场分离沙门氏菌的血清

型及其耐药情况，以期为有效控制沙门氏菌的感染

提供科学依据，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１　 材　 料

１．１　 样品来源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从广州市生猪屠宰

场进行每年一次的样品采集，样品为猪盲肠拭子，

并分离、鉴定沙门氏菌。

１．２　 培养基和药品 　 沙门氏菌显色培养基，法国

科玛嘉公司；Ａｍｉｅｓ 运送培养基、营养琼脂、ＳＣ 增菌

液和 ＴＴＢ 增菌液，均购自青岛海博公司；沙门氏菌

核酸检测试剂盒，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

司；药敏检测板，天津金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沙门

氏菌诊断血清，泰国 Ｓ＆Ａ 公司。

１．３　 仪器设备 　 离心机，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公司；荧

光定量 ＰＣＲ 仪，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水浴锅，华普

达教学仪器有限公司；灭菌器，日本 Ｈｉｒａｙａｍａ 公司；

涡旋振荡器，德国 ＩＫＡ 公司。

１．４　 质控菌株　 鼠伤寒沙门氏菌 ＣＶＣＣ ５４１，由中

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提供。

２　 方　 法

２．１　 菌株分离 　 对健康猪屠宰后的盲肠，剪一小

口，将无菌拭子插入，粘取盲肠内容物，装入 Ａｍｉｅｓ

运送培养基，８ ｈ 内分别接种到 ＳＣ 增菌液和 ＴＴＢ

增菌液中，分别在 ３６ ℃培养 １８～２４ ｈ 和在 ４２ ℃培

养 ２２～２４ ｈ，用接种环取增菌液划线接种于沙门氏

菌显色培养基，将可疑菌落接种另一个沙门氏菌显

色培养基进行纯化，将纯化的菌落接种于营养琼脂

做进一步鉴定。

２．２　 菌株鉴定

２．２．１ 　 ＤＮＡ 模板的制备 　 取 １ ｍＬ 无菌水加入

２ ｍＬ离心管中，用 １０ μＬ 接种环将可疑沙门氏菌适

量挑入离心管中，涡旋震荡， １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５ ｍｉｎ，去除上清液，加入 ０．５ ｍＬ 无菌水，涡旋震荡，

沸水浴 １０ ｍｉｎ，冰浴 １０ ｍｉｎ，离心 ５ ｍｉｎ，取上清液

作模板。 同时阴性菌株和沙门阳性菌株均参与提

取，并作为 ＰＣＲ 检测试剂的质控。

２．２．２　 ＰＣＲ－荧光探针法测定 　 取适量ＰＣＲ反应

管，按照沙门氏菌核酸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２．３　 血清型鉴定 　 确定的沙门菌属，用沙门氏菌

诊断血清进行分型。 按照 ＧＢ ４７８９．４－２０１０ 操作方

法进行。

２．４　 药敏试验　 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

会（ＣＬＳＩ）的标准，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沙门氏菌

的药物敏感性，结果判定参照 ＣＬＳＩ 文件标准。 操

作参照药敏检测板说明书；对供试菌的最小抑菌浓

度（ＭＩＣ）进行判断和数据读取。 测定药物共 ９ 类

１３ 种，包括：氧氟沙星、恩诺沙星、四环素、多西环

素、庆大霉素、大观霉素、头孢噻呋、磺胺异恶唑、复

方新诺明、氨苄西林、氟苯尼考、奥格门丁、多粘菌

素 Ｅ。 同时做质控样品，质控菌株为鼠伤寒沙门氏

菌 ＣＶＣＣ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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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菌落特征　 沙门氏菌在显色培养基上形成淡

紫色的圆形菌落。

３．２　 ＰＣＲ 鉴定　 根据沙门氏菌核酸检测试剂盒说

明书判定，在阴性质控的扩增曲线无明显对数增长

期或 Ｃｔ 值空白，阳性质控的扩增曲线有明显对数

增长期或 Ｃｔ 值≤３２ 的前提下，若样品的扩增曲线

有明显对数增长期或 Ｃｔ 值≤３６，则判样品为沙门

氏菌。 共分离沙门氏菌 １５１ 株，其中 ２０１４ 年 ６５

株，２０１５ 年 ４９ 株，２０１６ 年 ３７ 株。

３．３　 血清型　 分离的 １５１ 株沙门氏菌除 １２ 株不能

分型以外，剩下的 １３９ 株共鉴定出 １２ 种血清型。

占主导的前 ５ 种血清型分别是：德尔卑沙门氏菌

（４９ 株， ３２． ４５％）、 罗 森 氏 沙 门 氏 菌 （ ２９ 株，

１９．２１％）、鼠伤寒沙门氏菌（２８ 株，１８．５４％）、伦敦

沙门氏菌（１１ 株，７．２８％）、斯坦利沙门氏菌（９ 株，

５．９６％）。 每年鉴定出的主导血清型基本一致；但

所占比例存在变化，少见或罕见血清型差异较大。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沙门氏菌的血清型分布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沙门氏菌的血清型分布

Ｔａｂ １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血清型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菌株数（血清型百分比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总计 Ｔｏｔａｌ（ｎ＝ １５１） ２０１４ 年（ｎ＝ ６５） ２０１５ 年（ｎ＝ ４９） ２０１６ 年（ｎ＝ ３７）

德尔卑沙门氏菌 ４９ （３２．４５） ２１ （３２．３１） １９ （３８．７８） ９（２４．３２）

罗森氏沙门氏菌 ２９ （１９．２１） １０ （１５．３８） ９ （１８．３７） １０ （２７．０３）

鼠伤寒沙门氏菌 ２８ （１８．５４） １４ （２１．５４） ６ （１２．２４） ８ （２１．６２）

伦敦沙门氏菌 １１ （７．２８） １ （１．５４） ３ （６．１２） ７ （１８．９２）

斯坦利沙门氏菌 ９ （５．９６） ６ （９．２３） １ （２．０４） ２ （５．４１）

里定沙门氏菌 ３ （１．９９） ０ （０．００） ３ （６．１２） ０ （０．００）

韦太夫雷登沙门氏菌 ４ （２．６５） ０ （０．００） ４ （８．１６） ０ （０．００）

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２ （１．３２） ０ （０．００） ２ （４．０８） ０ （０．００）

雷根特沙门氏菌 １ （０．６６） ０ （０．００） １ （２．０４） ０ （０．００）

汤卜逊沙门氏菌 １ （０．６６） １ （１．５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山夫登堡沙门氏菌 １ （０．６６） １ （１．５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格洛斯特鲁普氏沙门氏菌 １（０．６６） １ （１．５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他 １２ （７．９５） １０ （１５．３８） １ （２．０４） １（２．７０）

３．４　 药敏结果　 对１５１株沙门氏菌进行了９类１３种抗

菌药物的敏感性试验。 从总体上来看，沙门氏菌对

四环素（８０．１３％）、多西环素（７７．４８％）、磺胺异恶唑

（７１．５２％）、氨苄西林（６２．２５％）、大观霉素（６０．９３％）

的耐 药 率 都 在 ６０％ 以 上； 其 次 是 复 方 新 诺 明

（４８．３４％）、氟苯尼考（３７．７５％）、庆大霉素（３５．１０％）

的耐药率在 ４０％左右；对奥格门丁（１５．２３％）、恩诺沙

星（１４．５７％）、氧氟沙星（９．９３％）较低；个别菌株对头

孢噻呋（０．６６％）耐药，无菌株对多粘菌素 Ｅ 耐药。

连续 ３ 年耐药率下降的药物有氧氟沙星，连续 ３ 年

耐药率上升的药物有庆大霉素、氨苄西林、氟苯尼

考。 １５１ 株沙门氏菌对 ９ 类 １３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结果见表 ２。

３．５　 多重耐药 　 １５１ 株沙门氏菌对 ９ 类药物的多

重耐药率（耐药重数≥３）为 ７９．２０％，且有逐年上升

的趋势；最高为 ７ 耐（３．９７％）。 其中，２０１４ 年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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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１８．４６％）和 ６ 耐（１６．９２％）为主，２０１５ 年以 ５ 耐

（１８．３７％）和 ３ 耐（１６． ９２％）为主，２０１６ 年以 ５ 耐

（３５．９０％）和 ４ 耐（２８．２１％）为主。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沙

门氏菌多重耐药结果见表 ３。

表 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沙门氏菌耐药性情况

Ｔａｂ ２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

菌株数（耐药百分比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

总计 Ｔｏｔａｌ（ｎ＝ １５１） ２０１４（ｎ＝ ６５） ２０１５（ｎ＝ ４９） ２０１６（ｎ＝ ３７）

氧氟沙星 ＯＦＬ １５ （９．９３） １１ （１６．９２） ４ （８．１６） ０ （０．００）

恩诺沙星 ＥＮＲ ２２ （１４．５７） １１ （１６．９２） ９ （１８．３７） ２ （５．４１）

四环素 ＴＥＴ １２１ （８０．１３） ４９ （７５．３８） ４２ （８５．７１） ３０ （８１．０８）

多西环素 ＤＯＸ １１７ （７７．４８） ５０ （７６．９２） ４２ （８５．７１） ２５ （６７．５７）

庆大霉素 ＧＥＮ ５３ （３５．１０） １６ （２４．６２） １８ （３６．７３） １９ （５１．３５）

大观霉素 ＳＰＥ ９２ （６０．９３） ４１ （６３．０８） ２７ （５５．１０） ２４ （６４．８６）

头孢噻呋 ＣＥＦ １ （０．６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２．７０）

磺胺异恶唑 ＳＩＺ １０８ （７１．５２） ４５ （６９．２３） ３１ （６３．２７） ３２ （８６．４９）

复方新诺明 ＳＸＴ ７３ （４８．３４） ２４（３６．９２） １８ （３６．７３） ３１ （８３．７８）

氨苄西林 ＡＭＰ ９４ （６２．２５） ３６（５５．３８） ３０ （６１．２２） ２８ （７５．６８）

氟苯尼考 ＦＦＣ ５７ （３７．７５） １８（２７．６９） ２０ （４０．８２） １９ （５１．３５）

奥格门丁 Ａ ／ Ｃ ２３ （１５．２３） １７（２６．１５） ２ （４．０８） ４ （１０．８１）

多粘菌素 Ｅ ＰＭ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表 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沙门氏菌多重耐药情况

Ｔａｂ ３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耐药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ｒｕｇｓ

菌株数（多重耐药百分比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ｎ＝ １５１） ２０１４（ｎ＝ ６５） ２０１５（ｎ＝ ４９） ２０１６（ｎ＝ ３７）

≤２ ４５ （２９．８０） ２３ （３５．３８） １７ （３４．６９） ５ （１２．８２）

３ １７ （１１．２６） ７ （１０．７７） ８ （１６．３３） ２ （５．１３）

４ ３０ （１９．８７） １２ （１８．４６） ７ （１４．２９） １１ （２８．２１）

５ ３０ （１９．８７） ７ （１０．７７） ９ （１８．３７） １４ （３５．９０）

６ ２３ （１５．２３） １１ （１６．９２） ７ （１４．２９） ５ （１２．８２）

７ ６ （３．９７） ５ （７．６９） １ （２．０４）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讨论与小结

本次研究分离到的菌株中占主导的前 ５ 种血

清型分别是：德尔卑沙门氏菌（３２．４５％）、罗森氏沙

门氏菌（１９．２１％）、鼠伤寒沙门氏菌（１８．５４％）、伦敦

沙门氏菌（７．２８％）、斯坦利沙门氏菌（５．９６％）。 该

前 ３ 种优势血清型结果与岳秀英等［２］ 调查四川省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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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源沙门氏菌的主导血清型基本一致，但所占比例

存在差异。 四川省以德尔卑沙门氏菌为主，所占比

例为 ６０．２６％；其次是鼠伤寒沙门氏菌（１６．５６％）和

罗森氏沙门氏菌（６．６％）。 黄照清［３］ 等在调查肉品

中沙门氏菌血清型时，发现占主导是德尔卑沙门氏

菌，比例高达 ８２％。 加春生［４］等对哈尔滨地区健康

猪场直肠采样分离沙门氏菌，经鉴定以猪霍乱沙门

氏菌 （ ７１． ４％） 为 主， 其 次 是 猪 伤 寒 沙 门 氏 菌

（２２．９％）和鼠伤寒沙门氏菌（５．７％）。 黄裕［５］ 等在

调查深圳市畜禽产品中沙门氏菌血清型时发现，猪

肉中的优势血清是伦敦沙门氏菌（１９．５１％）和德尔

卑沙门氏菌（１４．６３％）。 说明不同地区占主导的猪

源沙门氏菌血清型有所交叉，也存在差异。 根据张

霆［６］等调查东莞地区引起腹泻最常见的血清型主

要是鼠伤寒沙门氏菌、肠炎沙门氏菌和斯坦利沙门

氏菌等。 曾健君［７］ 等在调查惠州市腹泻患者感染

沙门氏菌血清型中发现，引起腹泻常见的血清型为

鼠伤寒沙门氏菌和肠炎沙门氏菌。 本研究调查屠

宰场流行的血清型如鼠伤寒沙门氏菌、斯坦利沙门

氏菌等对公共卫生安全存在潜在威胁。

本研究中发现沙门氏菌对四环素、多西环素、

磺胺异恶唑、氨苄西林、大观霉素的耐药率都在

６０％以上，其次是复方新诺明、氟苯尼考、庆大霉素

的耐药率在 ４０％左右，对奥格门丁、恩诺沙星、氧氟

沙星的耐药率较低，在 ９％ ～ １６％之间，个别菌株对

头孢噻呋（０．６６％）耐药，无菌株对多粘菌素 Ｅ 耐

药。 与四川省猪源沙门氏菌［２］相比，本研究分离的

沙门氏菌对多种药物的耐药水平显著较低。 黄福

标［８］等分离南宁市猪肠道中沙门氏菌，对氨苄西林

（５５．５６％）、庆大霉素（２０％）、氧氟沙星（６．６７％）的

耐药率较低，但对复方新诺明（８０％）的耐药率较

高。 不同省份猪源沙门氏菌也呈现出了各自的耐

药特点［９］，与兽医临床用药情况相关。 同时，本研

究发现，分离菌株对氧氟沙星的耐药率逐年下降，

这可能与农业部 ２２９２ 号公告停止在食品动物中使

用氧氟沙星存在相关性；且国家每年实施“氟喹诺

酮类药物残留监测”计划，促使养殖场对该类药物

的使用更加规范。 但在连续 ３ 年监测中发现，对庆

大霉素、氨苄西林、氟苯尼考等药物的耐药率一直

在上升，耐药水平的上升可能与这三种药物在兽医

临床使用广泛密切相关。

在 １５１ 株沙门氏菌中有 １０６ 株菌对 ３ 类及 ３ 类

以上的药物存在耐药性，多重耐药率为 ７９．２０％；显

著低于四川省猪源沙门氏菌（９４％） ［２］；与广西南宁

市猪肠道中沙门氏菌多重耐药率（８０％） ［８］ 一致。

但多重耐药率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７４．６２％上升到 ８７．１８％。

屠宰场是畜禽产品受沙门氏菌感染的一个重

要场所，多重耐药沙门氏菌可能通过食物链传递给

人类导致抗生素治疗的失败，对公共卫生的风险不

可忽视。 鉴于本研究的结果，亟需加强养猪业抗菌

药物的合理使用，实时动态监测，有效遏制沙门氏

菌耐药性发展，保障猪肉及猪肉制品的安全，进而

保障消费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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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加春生，毛泽明，王晓楠，等．猪沙门氏菌的分离鉴定及其耐药

性分析［Ｊ］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８）：４９－５４．

　 Ｊｉａ Ｃ Ｓ， Ｍａｏ Ｚ Ｍ， Ｗａｎｇ Ｘ Ｎ，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ｉｇ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 ４５（８）： ４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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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黄 裕，阚式绂，汪 青，等．深圳市畜禽产品中沙门氏菌血清型

与耐药性研究［Ｊ］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２００３，（８）：２２５２－

２２５７．

　 Ｈｕａｎｇ Ｙ， Ｋａｎ Ｓ Ｆ， Ｗａｎｇ Ｑ，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

ｈｅ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０３， （８）： ２２５２－

２２５７．

［６］ 　 张 霆，郭志勤，王凤平，等．７２ 株沙门菌血清型分布及药敏试

验结果分析［Ｊ］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１４，１４（６）：５３２－５３４．

　 Ｚｈａｎｇ Ｔ， Ｇｕｏ Ｚ Ｑ， Ｗａｎｇ Ｆ Ｐ，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７２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Ｊ］ ． Ｃｈｉｎ

Ｊ Ｉｉｎｆｅｃｔ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４（６）： ５３２－５３４．

［７］ 　 曾健君，罗泽燕，徐励琴，等．惠州市腹泻患者非伤寒沙门氏菌

监测结果分析［ Ｊ］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２０１１，（ １９）：２４５１ －

２４５４．

　 Ｚｅｎｇ Ｊ Ｊ， Ｌｕｏ Ｚ Ｙ， Ｘｕ Ｌ Ｑ，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ｏｎｔｙｐｈｏｉｄａｌ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ｎ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ｉｚｈｏｕ ［Ｊ］ ． ＩＭＨＧＮ， ２０１１， （１９）： ２４５１－２４５４．

［８］ 　 黄福标，卢冰霞，刘 磊，等．屠宰场猪肠道沙门氏菌的分离鉴

定、耐药性分析及致病性试验［ Ｊ］ ．中国畜牧兽医，２０１２，３９

（１）：１７２－１７７．

　 Ｈｕａｎｇ Ｆ Ｂ， Ｌｕ Ｂ Ｘ， Ｌｉｕ Ｌ，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ｉｇ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

ｂａｎｄｒｙ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２， ３９（１）： １７２－１７７．

［９］ 　 李 郁，焦新安，魏建忠，等．屠宰生猪沙门氏菌分离株的血清

型分布及耐药性谱的研究［ Ｊ］ ．应用预防医学，２００８，８（ ３）：

１３７－１３９．

　 Ｌｉ Ｙ， Ｊｉａｏ Ｘ Ａ， Ｗｅｉ Ｊ Ｚ，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ｕｇ－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ｉｇ Ｃａｒｃａｓｓ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ｏｏｎｏｓｅｓ ， ２００８， ８（３）： １３７－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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