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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崎肠杆菌的危害和检测分析

何贵常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白云分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阪崎肠杆菌是一种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人类健康尤其是婴儿健康构成威胁。该菌在食品中尤其是婴

儿配方奶粉中可能大量存在，因此对其检测和分析至关重要。本文首先介绍了阪崎肠杆菌的危害，包括其可能导致的

严重疾病和流行病学的特点。然后，本文详细介绍了一些最新的检测技术，包括分子生物学方法和免疫学方法，以及

这些方法在阪崎肠杆菌检测中的优缺点。最后，本文对阪崎肠杆菌的防治提出了建议，包括加强食品生产过程的监控

和加强食品中阪崎肠杆菌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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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阪崎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O157:H7）是一种致病
性大肠杆菌的亚型，被广泛认为是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

领域的重要威胁之一[1]。阪崎肠杆菌感染可引起严重的胃

肠道疾病，包括腹泻、呕吐、腹痛和血尿等症状，严重

时可导致溶血性尿毒症综合症（HUS）和死亡。由于其
高度传染性和病情严重，阪崎肠杆菌的危害引起了全球

范围内的关注和研究。阪崎肠杆菌主要通过食物中的粪

便污染途径传播，特别是未经充分烹饪的牛肉和生吃的

生鲜蔬果。其生存能力强、生长速度快，使得其在食品

加工和供应链中的控制变得极为困难[2]。此外，阪崎肠杆

菌具有低感染剂量和强大的抗生素抗性能力，增加了其

在人群中的传播和治疗的难度，进一步加剧了其对公共

卫生的威胁。为了有效控制阪崎肠杆菌的危害，准确快

速地检测和分析其存在成为至关重要的任务。近年来，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技术的发展，基于DNA和抗原
的分子检测方法逐渐成为阪崎肠杆菌检测的主流[3]。PCR
（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实时荧光PCR技术和免疫学检测
方法如ELI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具有高灵敏度、
高特异性和快速性的优势，成为快速检测和监测阪崎肠

杆菌的重要工具。

2��阪崎肠杆菌的危害

2.1  阪崎肠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症状和疾病
阪崎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O157:H7）是一种致病

性大肠杆菌的亚型，被广泛认为是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

领域的重要威胁之一[4]。该菌株产生的毒素可以引起严重

的胃肠道疾病，包括腹泻、呕吐、腹痛和血尿等症状。

尤其是在儿童和老年人中，感染阪崎肠杆菌可能导致溶

血性尿毒症综合征（HUS），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可
引起肾衰竭和生命威胁。食用被阪崎肠杆菌污染的食品

是主要的感染途径[5]。其中，未经充分加热的牛肉和生吃

的生鲜蔬果是最常见的食源。此外，污染的水源、未经

处理的奶制品以及其他动物产品也可能成为传播源。事

实上，阪崎肠杆菌在食品加工和供应链中的控制非常困

难，因为它具有较低的感染剂量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2.2  阪崎肠杆菌的传播途径和感染机制
阪崎肠杆菌的传播主要通过食物中的粪便污染途

径。这种菌株存在于动物的肠道中，尤其是牛的肠道。

在食品生产和处理过程中，如果卫生措施不当，菌群

可能会污染食品表面或内部。当人们食用被污染的食物

时，阪崎肠杆菌就会进入人体，引发感染[6]。阪崎肠杆菌

具有一系列的致病因子和感染机制，使得其在人体内引

起疾病。其中最重要的是菌株产生的肠毒素，尤其是沙

门氏毒素（Stx）。这种毒素会破坏肠黏膜细胞，导致炎
症和出血性腹泻。此外，阪崎肠杆菌还具有附着因子，

使其能够黏附在肠壁上并形成肠道生物被膜。这些机制

协同作用，导致了阪崎肠杆菌引起的胃肠道疾病的发生

和发展。

2.3  阪崎肠杆菌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影响
阪崎肠杆菌感染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重要影响。首

先，由于其高度传染性和严重的病情，阪崎肠杆菌的感

染在人群中的传播速度较快。感染者可以通过直接接

触、食物和水源传播给其他人，尤其是在家庭、学校和

托儿所等集体环境中，感染风险更高[7]。因此，防控阪

崎肠杆菌感染对于公共卫生的维护至关重要。其次，阪

崎肠杆菌感染对个体健康和社会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负

担。感染者可能需要住院治疗，接受抗生素治疗和支持

性护理。对于严重病例，特别是儿童和老年人患上的溶

血性尿毒症综合征，可能需要进行肾透析或器官移植等

复杂的治疗。这些医疗费用和人力资源的消耗对医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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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社会经济都带来了负担。

3��阪崎肠杆菌的检测方法

3.1  传统培养方法
传统培养方法是最早也是最常用的阪崎肠杆菌检测

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基于将样品在含有特定培养基的培

养皿中进行培养，利用菌落形态、生理生化特性和生长

条件等来鉴定阪崎肠杆菌。主要包括以下步骤：首先，

将样品进行预处理，如适当稀释、搅拌均匀等。然后，

将样品接种在含有选择性富营养培养基（如MacConkey
琼脂培养基）的培养皿上，利用特定条件（如温度和时

间）进行培养。阪崎肠杆菌在这种培养基中能够形成典

型的红色或粉红色菌落，而其他细菌则呈现不同的形态

和颜色。该方法的优点是简单、经济且可靠，适用于大

规模样品的快速筛查。然而，传统培养方法需要较长的

培养时间（通常需要24-48小时），且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和检测限度。此外，对于阪崎肠杆菌的低水平感染或样

品中存在其他细菌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假阴性结果。

3.2  分子检测方法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分子检测方法逐渐成

为阪崎肠杆菌检测的重要手段。这种方法利用特定的

DNA或RNA序列为靶标，通过扩增和检测目标基因来确
认阪崎肠杆菌的存在。常用的分子检测方法包括PCR（聚
合酶链式反应）和实时荧光PCR等。PCR方法通过特异性
引物（引导序列）和DNA聚合酶的作用，将目标基因序
列扩增到可检测的数量级。在PCR反应后，通过凝胶电泳
或其他检测手段，可以确定是否存在阪崎肠杆菌的特定

DNA片段。
3.3  免疫学检测方法
免疫学检测方法是利用抗原与抗体之间的特异性反

应来检测阪崎肠杆菌的存在。常用的免疫学检测方法包

括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免疫层析试验和免疫
荧光等。ELISA是一种常用的定性和定量检测方法，可通
过检测样品中的特定抗原或抗体来确定阪崎肠杆菌的存

在。该方法利用固相吸附原理，在微孔板上固定特异性

抗体或抗原，然后与待测样品中的抗原或抗体发生特异

性结合反应。通过添加酶标记的二抗或底物，可以产生

可视化的信号，用于判断样品中是否存在阪崎肠杆菌。

免疫层析试验是一种简便、快速的免疫学检测方法。它

利用特定抗体与待测样品中的抗原结合，通过毛细管作

用将复合物移动到试纸条上，形成可视化的线条。

4��阪崎肠杆菌的检测分析技术的比较和评价

4.1  传统培养方法与分子检测方法的比较
传统培养方法和分子检测方法是常用于阪崎肠杆菌

检测的两种主要技术。它们在原理、操作步骤和结果解

读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传统培养方法是基于将样品在含有特定培养基的培养

皿中进行培养，通过观察菌落形态和生理生化特性来鉴定

阪崎肠杆菌。这种方法相对简单、经济且可靠，适用于大

规模样品的快速筛查。然而，传统培养方法需要较长的培

养时间（通常需要24-48小时），且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和
检测限度。此外，对于阪崎肠杆菌的低水平感染或样品中

存在其他细菌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假阴性结果。

分子检测方法利用特定的DNA或RNA序列为靶标，
通过扩增和检测目标基因来确认阪崎肠杆菌的存在。它

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能够快速且准确地检测阪

崎肠杆菌。分子检测方法不受细菌培养的限制，可以检

测低水平的感染。此外，它还可以通过多重PCR或多重实
时PCR同时检测多个靶标基因，提高检测的可靠性。然
而，分子检测方法对设备和技术要求较高，且相对于传

统培养方法而言，成本较高。

4.2  分子检测方法与免疫学检测方法的比较
分子检测方法和免疫学检测方法是另外两种常用于

阪崎肠杆菌检测的技术。它们在原理、操作步骤和结果

解读等方面存在差异。

分子检测方法利用特定的DNA或RNA序列为靶标，
通过扩增和检测目标基因来确认阪崎肠杆菌的存在。它

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能够快速且准确地检测阪

崎肠杆菌。分子检测方法不受细菌培养的限制，可以检

测低水平的感染。然而，分子检测方法对设备和技术要

求较高，且相对于传统培养方法而言，成本较高。

免疫学检测方法是利用抗原与抗体之间的特异性反

应来检测阪崎肠杆菌的存在。它具有操作简单、快速获

得结果的优点，适用于现场快速检测。常用的免疫学检

测方法包括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免疫层析试
验和免疫荧光染色等。这些方法能够快速检测阪崎肠杆

菌，但其特异性和敏感性相对于分子检测方法较低。此

外，免疫学检测方法可能受到交叉反应的干扰，导致假

阳性或假阴性结果。分子检测方法和免疫学检测方法在

特异性、敏感性和操作便捷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分子检

测方法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适用于快速、准确

地检测阪崎肠杆菌。免疫学检测方法操作简单、快速，

适用于现场快速检测，但其特异性和敏感性相对较低。

4.3  不同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快速性的评价
综合评价不同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快速

性，分子检测方法在这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具有

高度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阪崎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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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然而，分子检测方法对设备和技术要求较高，成

本较高。传统培养方法适用于快速筛查大样本量，而免

疫学检测方法操作简单、快速，适用于现场快速检测，

但其特异性和敏感性相对较低。

5��阪崎肠杆菌的监测与控制策略

5.1  食品安全监测体系的建立
食品样品的采集应遵循科学规范，包括样品采集点

的选择、采样方法、样品数量和保存条件等。采集的样

品应经过适当的处理，以确保阪崎肠杆菌的检测结果准

确可靠。食品安全监测体系需要明确指定适用于阪崎肠

杆菌检测的方法和技术。这包括传统培养方法、分子检

测方法和免疫学检测方法等。

5.2  预防控制措施的制定和执行
针对阪崎肠杆菌的监测与控制，制定和执行预防控

制措施是至关重要的。食品生产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卫生

管理制度，包括生产设施和设备的清洁和消毒、员工卫

生培训、原料和成品的检验等。通过加强食品生产过程

的卫生管理，可以减少阪崎肠杆菌的污染源，降低食品

中阪崎肠杆菌的风险。阪崎肠杆菌在适宜的温度和时间

条件下可以迅速繁殖，因此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应严格控

制温度和时间，避免给菌种提供生长的条件。食品供应

链的管理涉及从生产到销售环节的全过程控制。供应商

应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食品的安全性。监管

部门应加强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其符合相

关的卫生法规和标准。

5.3  公众教育和健康宣传的重要性
公众教育可以增加公众对阪崎肠杆菌的了解，提高

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并掌握预防感染的知识和技

能。健康宣传则可以向公众传递与阪崎肠杆菌感染相关

的健康信息，促使公众采取积极的健康行为。公众教育

的内容可以包括阪崎肠杆菌的传播途径、感染症状、预

防措施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可以提高公

众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增强他们对食品安全的自我保护

意识，避免食用受污染的食品，从而减少阪崎肠杆菌感

染的风险。

结语

阪崎肠杆菌的危害和检测分析是食品安全领域的重

要研究课题。通过深入了解该病原菌的危害特点和检测

方法，可以为食品安全管理和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减少阪崎肠杆菌感染的风险，保障公众的健康与安全。

希望本论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和决

策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为构建更安全、健康的食品供应

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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