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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Pet ri f i l m纸片法与SN方法检测肠杆菌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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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旧的】探讨快速、便捷的监测港口水域肠杆菌科污染情况，为制定有效的港口水域卫生监管措施，保
护我国水域卫生安全提供可靠的依据。【方法】用3Mpet ri f i l m肠杆菌科测试片和sN方法同时对温州七里港口水样进

行检测比对。【结果】两种方法检测的结果差异不显著。【结论】3MPet ri f i l m肠杆菌科测试片可以用于海港水域水样中
肠杆菌科的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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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目前，世界各地广泛采用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

和大肠杆菌作为食品及环境的卫生指标菌，但在欧洲，
很早以前就大量使用在分类学上准确描述命名的肠杆

菌科( Ent erobact eri aceae) 来代替无分类学名称的大肠

菌群、粪大肠菌群作为食品及环境卫生指标菌，并在
于2006年1月1 13起开始实施的欧盟第2005／2073／EC

号指令中引入了肠杆菌科( Ent erobact eri aceae) 作为食

品卫生指标菌【l 】。肠杆菌科的优点为可消除因大肠菌
群、粪大肠菌群产气特性随检验方法和实验条件不同

而造成结果的不准确性。

肠杆菌科的分类主要根据生化反应和抗原构造，

按照Bergery分类法，分为5个族、12个属。近年来

由于分子生物技术的发展，现已可采用计算机技术分

析各种生化反应和比较细胞核DNA的同源性等，在

此基础上，伯杰细菌分类手册上将肠杆菌科细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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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4个属【2】，包括肠道病原性和非病原性的细菌。故

以其作为指标菌则较大肠菌群等指标菌更敏感，更

准确。

2材料与方法

2．1采样方法

用无菌海水采样器(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洋研究所

研制) 采集温州七里港海域水深2、3、4、5、6m水

样，用无菌广口瓶盛装采水样，每个点采水两份，共

10个水样。

2．2培养基和试剂

PW稀释液、VRBGA琼脂、葡萄糖琼脂、氧化酶

试剂( 北京陆桥生物有限公司产品) ，3Mpet ri f i l m肠

杆菌科测试卡。

2．3试验方法

2．3．1按照SN／T0738- 1997《出口食品肠杆菌科检验方

法》，无菌吸取样品25mL，置于225mL PW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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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分混匀，制成l ：10的样品稀释液。

2．3．2对每一个试样，分别用灭菌吸管吸l mL分别接

种到两个灭菌平皿( VRBGA双层浇灌) 和3Mpet ri —

f i l m肠杆菌科测试卡。

2．3．3将VRBGA平板及3Mpet ri f i l m肠杆菌科测试卡

放入37"C培养箱培养24h。

2．3．4分别挑取3MPel r i f i l m上的菌落和按照SN标准

挑取VRBGA平板上的菌落，进行葡萄糖发酵及氧化

酶确认试验，并对确认为肠杆菌科的细菌进行VI TEK

鉴定。

2．3．5取出VRBGA平板及3Mpet ri f i l m肠杆菌科测试

卡进行计数。计数VRBGA平板上直径≥0．5mm，有

或无沉淀环的粉红色—红色的菌落，计数3Mpet ri f i l m

上带有气泡和／或黄晕的菌落。

2．4统计

用SPSSl 0．0统计软件对不同水体菌的检出率和

构成比进行统计分析。

3结果
3．1 3M肠杆菌科测试卡法和SN法对不同水体中肠杆

菌科检出份数的结果比较( 表1)

表1纸片法和洲法对水样的检测结果

表1显示，纸片法和SN法对肠杆菌科阳性份数

一致。

3．2两种测试方法对肠杆菌科检测结果( 表2)

寰2纸片法和SN法检测不同水体肠杆菌科计数比较

表2显示，纸片法和SN法对肠杆菌科的结果很

接近，差异不显著( F=0．762>0．05) 。
3．3 VI TEK鉴定

水样中分离出的肠杆菌科细菌有埃希菌属的大肠

埃希氏菌、爱德华菌属的保科爱德华菌、克雷伯菌属

的肺炎克雷伯菌、肠杆菌属的阴沟肠杆菌、变形菌属

奇异变形菌、普罗威登斯属的雷氏普罗威登斯菌、摩

根菌属的摩氏摩根菌。

4讨论

4．1从样品试验数据可以看出，用SN／T0738．1997肠

杆菌科计数方法和3MPet ri f i l m肠杆菌科检测纸片法

检测水样的肠杆菌科结果无显著性差异。虽然两种方

法检测所需时间一样，但SN方法需要对VRBGA平

板上的菌落进行葡萄糖发酵及氧化酶确认试验，而
3MPet f i f i l m法减掉了配制培养基和准备消毒平皿显出

快速简便的优势，且因培养后细菌显示颜色而方便计

数，可避免漏计，减少人工计数误差，但成本较高。
4．2 3MPet ri f i l m肠杆菌科检测纸片计数肠杆菌科不

会出现假阳性的结果。从3MPet ri f i l m上挑取单菌落

进行葡萄糖发酵及氧化酶确认试验，结果表明3M

Pet ri f i l m上生长的均是肠杆菌科细菌。

4．3本次实验结果显示水深度( 2- 45m) 与肠杆菌科

数量没有明显关系，此范围内均有肠杆菌科细菌生

长，显示此区域水已被肠杆菌科污染。但限于我国还

没有关于水域中肠杆菌科限量的法规，还无法评估此

水域被肠杆菌科污染的程度。建议有关方面从保护我

国水域卫生安全的角度，针对肠杆菌科尽快制定适宜

的污染限度标准。

4．4大肠菌群仅包含了对乳糖发酵型细菌的检测，如

大肠埃希氏菌、克雷伯氏菌、柠檬酸杆菌等，但不包

括非乳糖发酵型的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耶尔森氏菌

等致病菌的检测。大肠菌群中包含了沙雷氏菌和气单

胞菌等非肠道菌，在非肠道菌占优势的环境，使用大

肠菌群会夸大其污染情况，而肠杆菌科除了大肠菌群

中的乳糖发酵型细菌还包括了很多非乳糖发酵型细

菌，所以现在正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基于肠杆菌
科对评价环境卫生的作用相当突出，本研究采用了肠

杆菌科作为港口水域环境的指标菌，并在国内首次使

用3MPet ri f i l m肠杆菌科检测纸片计数水域中的肠杆

菌科，实验结果证明使用3MPet ri f i l m检测片来检测

水域中的肠杆菌科是可行的，肠杆菌科可以真实的指

示水域中肠道指标菌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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