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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黏菌素是目前临床治疗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感染的重要药物之一，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

可介导黏菌素耐药性的产生和扩散。 鸡源沙门氏菌作为重要的食源性病原菌，其血清型分布、对黏

菌素的耐药性及 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对于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从全国

１２ 个省份成鸡分离的 ４５０ 株沙门氏菌进行了血清分型；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了对黏菌素的 ＭＩＣ
检测；并用 ＰＣＲ 方法对 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情况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鸡源沙门氏菌的优势血清型

以肠炎、鸡白痢和鼠伤寒为主；肠炎沙门氏菌对黏菌素的耐药性最强（６２． ９％），其次为鸡白痢

（５０．５％）和杜伊斯堡（３８．１％）；鼠伤寒沙门氏菌对黏菌素最敏感（仅 ７．１％的菌株耐药）；未检测出

ｍｃｒ－１ 基因阳性的沙门氏菌。 研究结果为鸡源沙门氏菌感染的防控以及兽医临床黏菌素的使用和

风险评估提供了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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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门氏菌是一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原菌，不仅能

够引起畜禽的各种疾病，也是最重要的食源性病原

菌之一，每年因畜禽产品污染沙门氏菌引起的感染

都位居食源性病原菌感染的前列［１］。 沙门氏菌血

清型众多，目前已经鉴定出 ２５００ 多种血清型，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鸡群中的优势血清型不同，不同血

清型的沙门氏菌对鸡和人的致病性也不相同。 全

球食源性监测网的检测结果表明，引起公共卫生安

全的沙门氏菌以肠炎和鼠伤寒两种血清型为主［２］。

黏菌素是一种环状多肽类抗生素，对革兰氏阴

性菌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并且具有口服吸收少、

残留低等特点，在兽医临床上主要作为饲料添加剂

用于食品动物疾病的预防。 而在人医临床上，随着

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又称“超级细菌”）的不断出

现和蔓延散布，多肽类抗生素已成为治疗多重耐药

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最后一线希望”，而且很可能

成为未来几年治疗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最佳选择［３］。

由于黏菌素在临床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

在我国研究人员［４］ 发现 ｍｃｒ － １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ｌｉｓｔ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基因可通过水平传播介导细菌对黏菌

素产生耐药性后，对其耐药性和耐药机制的研究就

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种重要的食源

性病原菌，鸡源沙门氏菌的血清型分布、对黏菌素

的耐药性以及 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状况可为兽医临

床黏菌素的使用风险评估和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一

定的参考。 鉴于此，我们对从全国不同地区分离的

鸡源沙门氏菌进行了血清分型和对黏菌素的耐药

性分析，并进行了 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情况调查。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沙门氏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分离自全国 １２ 个

省份的成鸡盲肠或泄殖腔拭子［５］，总共 ４５０ 株，其

中湖南 １３５ 株，辽宁 １０９ 株，陕西 ５６ 株，云南 ４０ 株，

四川 ３３ 株，山东 ２３ 株，广西 ２０ 株，河北 ２０ 株，山西

６ 株，广东 ５ 株，湖北 ２ 株，江西 １ 株。 所有分离菌

株均用 ＰＣＲ 方法［６］进行了鉴定。

１．１．２ 　 质控菌株和分型血清 　 大肠杆菌 ＡＴＣＣ

２５９２２ 和 ＡＴＣＣ ３５２１８ 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大肠杆菌 ＳＤ－９（携带 ｍｃｒ－１ 基因）由中国兽医药

品监察所安全评价研究室分离并保存；沙门氏菌分

型血清购自丹麦血清研究所。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沙门氏菌的血清学分型　 根据国标中沙门

氏菌的血清学检验方法［７］，用丹麦血清分别进行菌

体（Ｏ）抗原和鞭毛（Ｈ）抗原的检测，然后参照沙门

氏菌属抗原表［８］判定血清型。

１．２．２　 沙门氏菌对黏菌素的耐药性测定　 根据美

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的标准［９］，用微量肉汤

稀释法测定 ４５０ 株沙门氏菌对黏菌素的 ＭＩＣ 值。 沙

门氏菌对黏菌素的耐药和敏感折点分别为 ＭＩＣ≥

４ μｇ ／ ｍＬ和 ＭＩＣ≤２ μｇ ／ ｍＬ［１０］，测定浓度范围为

０．１２～１６ μｇ ／ ｍＬ，质控菌株为大肠杆菌 ＡＴＣＣ ２５９２２

和 ＡＴＣＣ ３５２１８。

１．２．３　 ｍｃｒ－１ 基因的克隆测序 　 为了了解沙门氏

菌中 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情况，本研究对所有菌株进

行了 ｍｃｒ－１ 基因的克隆。 扩增片段大小为 ３０９ ｂｐ，

引物序列［６］ 为： ＣＧＧＴＣＡＧＴＣＣＧＴＴＴＧＴＴＣ （ Ｆ） 和

ＣＴＴＧＧＴＣＧＧＴＣＴＧＴＡＧＧＧ（Ｒ）。 用煮沸法提取细菌

ＤＮＡ 后以 ２５ μＬ 反应体系进行 ＰＣＲ 反应，反应条

件为：９５ ℃预变性 ３ ｍｉｎ；９５ ℃变性 ３０ ｓ，５２ ℃退火

３０ ｓ，７２ ℃ 延伸 ３０ ｓ，３０ 个循环；最后 ７２ ℃ 延伸

１０ ｍｉｎ。 取 ７ μＬ ＰＣＲ 产物在 １．２％的琼脂糖凝胶

中电泳，电泳条件为：电压 １１０ Ｖ，电泳时间３０ ｍｉｎ。

电泳结束后用凝胶成像仪成像分析。 阳性条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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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序（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验证。

阴性和阳性质控菌株分别为大肠杆菌 ＡＴＣＣ

２５９２２ 和 ＳＤ－９。

２　 结　 果

２．１　 沙门氏菌的血清型　 本研究共从全国不同地

区成鸡的盲肠或泄殖腔拭子中分离出 ４５０ 株沙门

氏菌，其中 ７３ 株为 ＩＩ 型或不能定型菌株，其余 ３７７

株为可分型沙门氏菌，分别属于 １１ 种不同的血清型

（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肠炎沙门氏菌是最常见的血清

型，３５．３％的菌株为肠炎沙门氏菌，其次是鸡白痢，占

比 ２３．８％，鼠伤寒和杜伊斯堡分列第 ３、４ 位，上述四

种血清型的菌株数量占沙门氏菌分离株的 ７６．２％。

表 １　 鸡源沙门氏菌的血清型分布

Ｔａｂ １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ｃｋｅｎ
血清型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菌株数
Ｎｏ．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占比 ／ ％
Ｒａｔｉｏ ／ ％

肠炎（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ｄｉｓ） １５９ ３５．３

鸡白痢（Ｇａｌｌｉｎａｒｕｍ） １０７ ２３．８

鼠伤寒（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 ５６ １２．４

杜伊斯堡（Ｄｕｉｓｂｕｒｇ） ２１ ４．７

德比（Ｄｅｒｂｙ） １０ ２．２

内夫顿巴赫（Ｎｅｆｔｅｎｂａｃｈ） ６ １．３

印第安那（Ｉｎｄｉａｎａ） ５ １．１

吉韦（Ｇｉｖｅ） ５ １．１

恩昌加（Ｎｃｈａｎｇａ） ４ ０．９

伦敦（Ｌｏｎｄｏｎ） ２ ０．４

拉古什（Ｌａｇｏｓ） ２ ０．４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３７７ ８３．８

２．２　 沙门氏菌对黏菌素耐药性 　 鸡源沙门氏菌

（包括前 ４ 种血清型）对黏菌素的 ＭＩＣ 分布和耐药

性结果详见表 ２。 在 ４５０ 株沙门氏菌中，４４．９％的

菌株（２０２ 株）对黏菌素耐药（ＭＩＣ≥４ μｇ ／ ｍＬ）。 由

于部分血清型的菌株数量过少（不足 ２０ 株），因此

未对其进行 ＭＩＣ 分布的统计分析，仅分别统计了前

４ 种血清型的 ＭＩＣ 分布和耐药率。

表 ２　 沙门氏菌对黏菌素的 ＭＩＣ 分布和耐药率

Ｔａｂ ２　 Ｍ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ｔｏ ｃｏｌｉｓｔｉｎ
血清型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ＭＩＣ５０ ／ （μｇ·ｍＬ－１） ＭＩＣ９０ ／ （μｇ·ｍＬ－１） 耐药率 ／ ％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 ％

肠炎（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ｄｉｓ） ４ ８ ６２．９

鸡白痢（Ｇａｌｌｉｎａｒｕｍ） ４ １６ ５０．５

鼠伤寒（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 ０．５ １ ７．１

杜伊斯堡（Ｄｕｉｓｂｕｒｇ） １ ２ ３８．１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２ ８ 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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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知，不同血清型的沙门氏菌对黏菌素

的耐药性存在明显差异。 肠炎沙门氏菌对黏菌素

的耐药率最高（６２．９％），其次是鸡白痢（５０．５％），这
两种血 清 型 沙 门 氏 菌 对 黏 菌 素 的 ＭＩＣ５０ 均 为

４ μｇ ／ ｍＬ。 鼠伤寒沙门氏菌对黏菌素最敏感（仅有

７． １％ 的 菌 株 对 黏 菌 素 耐 药 ）， 其 ＭＩＣ５０ 仅 为

０．５ μｇ ／ ｍＬ。 四种血清型沙门氏菌的 ＭＩＣ９０差异明

显，其中鸡白痢沙门氏菌的最高，为 １６ μｇ ／ ｍＬ，而
鼠伤寒沙门氏菌的 ＭＩＣ９０仅为 １ μｇ ／ ｍＬ。
２．３　 ｍｃｒ － １ 基因的携带情况 　 所有沙门氏菌的

ＰＣＲ 检测结果均未出现阳性目的条带，即所检测的

４５０ 株沙门氏菌中均未检测出 ｍｃｒ－１ 基因，说明鸡

源沙门氏菌中 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并不普遍。
３　 讨论与小结

３．１　 鸡源沙门氏菌的血清型分布　 研究中鸡源沙

门氏菌的优势血清型为肠炎、鸡白痢和鼠伤寒，
７０％以上的菌株属于这三种血清型。 研究资料表

明，不同地区、不同样品来源的沙门氏菌血清型分

布存在差异。 其中，北京地区健康肉鸡沙门氏菌的

主要血清型为肠炎和爪哇安那［１１］；河北省养殖鸡

的主要血清型为鸡白痢、鼠伤寒和肠炎［１２］；而上海

活禽和零售禽肉制品中以肠炎、印第安那和鼠伤寒

为主［１３］；从广西、江苏临床病鸡中分离的沙门氏菌

则主要是鸡白痢［１４－１５］；在陕西杨凌地区鸡肉中分

离的沙门氏菌则以鼠伤寒和汤普森为主［１６］。 综上

所述，由于研究的沙门氏菌来自我国 １２ 个省份，因
此其血清分型结果基本代表了我国鸡源沙门氏菌

的血清型分布情况。
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相比，沙门氏菌的血清

型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在北美地区，美
国禽源沙门氏菌的优势血清型以肯塔基、肠炎和鼠

伤寒为主［１７］；而加拿大以肠炎、肯塔基和海德堡为

主［１８］。 在欧洲，丹麦分离的禽源沙门氏菌主要为

肠炎和鼠伤寒［１９］；荷兰以肠炎、婴儿、鼠伤寒为

主［２０］；冰岛则以婴儿和鼠伤寒为主［２１］。 在非洲，鸡
源沙门氏菌主要的血清型则为德比和彻斯特［２２］。

总体来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沙门氏菌的优势

血清型以肠炎和鼠伤寒为主，与世卫组织公布的两

种最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血清型［２］ 一致。 但是，在其

他血清型的分布上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必须持续监

测本地区沙门氏菌的血清型分布情况，以及时了解

沙门氏菌的血清型变化，并据此制定合理的防控

策略。
３．２　 鸡源沙门氏菌对黏菌素耐药性　 随着多粘菌

素类药物在临床治疗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其耐药

性业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沙门氏菌对黏菌素的耐药性与

其血清型密切相关。 本研究中一半以上的肠炎和

鸡白痢沙门氏菌对黏菌素耐药，而仅有 ７．１％的鼠

伤寒沙门氏菌对黏菌素耐药，其他研究也得出了同

样的结果［２３］。 此外，不同地区沙门氏菌的耐药性

不同，在欧洲，４２．９％ 的鸡源沙门氏菌对黏菌素耐

药，其中西班牙分离株的耐药性高达 ７６．９％［２４］；而
在本研究中，４４．９％ 的沙门氏菌分离株对黏菌素耐

药，这种地域性的耐药性差异与沙门氏菌的血清型

分布不同有关。
３．３　 鸡源沙门氏菌 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情况　 ｍｃｒ－１
是 ２０１５ 年新发现的黏菌素耐药基因，该基因可经

由质粒介导而发生水平传播，不同于以往普遍认为

的染色体突变的耐药机制，因此引起了全球的广泛

关注。 研究对鸡源沙门氏菌的 ｍｃｒ－１ 基因携带情

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所有沙门氏菌分离株，包
括耐药菌株和敏感菌株，均未携带 ｍｃｒ－１ 基因，表
明该基因尚未在鸡源沙门氏菌中散布，也不是导致

沙门氏菌对黏菌素耐药性的主要机制。
大量研究结果［２５］ 表明，大肠杆菌是 ｍｃｒ－１ 基

因的主要携带菌，其他细菌中 ｍｃｒ－１ 的携带率非常

低。 但是，由于 ｍｃｒ－１ 可通过接合性质粒转移到其

他细菌，作为重要的食源性病原菌，如果沙门氏菌

携带了可以水平转移的耐药基因元件 ｍｃｒ－１，就会

对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此外，近期研究

又发现了 ｍｃｒ－２ 和 ｍｃｒ－３ 等新的 ｍｃｒ 基因［２６－２７］，
这样看来，虽然研究中的鸡源沙门氏菌未携带

ｍｃｒ－１基因，但是并不能排除 ｍｃｒ 基因在沙门氏菌

发生水平传播的可能性，因此必须持续监测 ｍｃｒ 基
因在沙门氏菌中的流行性，以防控 ｍｃｒ 基因在沙门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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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菌中的散布和传播。
总之，研究对从我国 １２ 个省份分离的 ４５０ 株

沙门氏菌进行了血清分型、对黏菌素的耐药性和

ｍｃｒ－１ 基因的携带情况调查。 结果表明，鸡源沙门

氏菌的优势血清型以肠炎、鸡白痢和鼠伤寒为主；
其对黏菌素的耐药性与血清型分布有关，肠炎沙门

氏菌对黏菌素的耐药性最强，其次为鸡白痢，鼠伤

寒沙门氏菌对黏菌素最敏感；未检测出 ｍｃｒ－１ 基因

阳性的沙门氏菌。 研究的结果可为我国鸡源沙门

氏菌感染的防控以及兽医临床黏菌素的使用风险

评估提供参考。
虽然我国农业部门已经禁止在饲料中添加黏

菌素［２８］，但是，鉴于人医临床多粘菌素用药的增加

以及兽医饲料中曾经的广泛长期添加用药，务必持

续监测动物源细菌对黏菌素的耐药性变化趋势，以
及 ｍｃｒ 基因在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散布情况，以
防控黏菌素耐药菌株的快速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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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７．０）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

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Ｚ］． ｖａｌｉ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７－ ０７－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ｃａｓｔ．

ｏｒｇ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ｒｅａｋｐｏｉｎｔｓ ／ ．

［１１］ 张纯萍，宁宜宝，宋 立，等． 北京地区健康肉鸡携带沙门氏菌

状况调查［Ｊ］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１２， ４６（１０）： ９－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Ｃ Ｐ， Ｎｉｎｇ Ｙ Ｂ， Ｓｏ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ｂｒｏｉｌｅｒ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 ．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２０１２， ４６（１０）： ９－１２．

［１２］ 刘新静． 河北省鸡沙门氏菌的分离鉴定及耐药性分析［Ｄ］．

山东农业大学，２０１５．

　 Ｌｉｕ Ｘ Ｊ．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

ｌａ ｓｐｐ．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１３］ 沈海燕，郭慧霞，许学斌，等． 上海市零售禽肉制品和活禽中

沙门氏菌血清型与耐药性研究［Ｊ］ ． 中国畜牧兽医， ２０１４， ４１

（１１）：２６３－２６６．

　 Ｓｈｅｎ Ｈ Ｙ， Ｇｕｏ Ｈ Ｘ， Ｘｕ Ｘ Ｂ，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ｆｒｏｍ Ｒｅｔａｉｌ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４，

４１（１１）：２６３－２６６．

［１４］ 侯雪娇，吴科敏，焦鹏涛，等． 广西地区鸡源沙门氏菌的分离

鉴定及耐药状况研究［Ｊ］ ． 广西畜牧兽医， ２０１５， ３１（０５）：２２７

－２３０．

　 Ｈｏｕ Ｘ Ｊ， Ｗｕ Ｋ Ｍ， Ｊｉａｏ Ｐ Ｔ，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ｅｎｔｅｒｉｃ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Ｊ］ ．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 ３１（０５）：２２７－２３０．

［１５］ 付玉勤． 禽沙门氏菌的分离鉴定、生物被膜测定及耐药性分

析［Ｄ］． 扬州大学， ２０１６．

　 Ｆｕ Ｙ Ｑ．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ｆｉｌｍ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ｕｌｔｒｙ［Ｄ］． Ｙ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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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

［１６］ 王嘉炜，肖英平，杨 华，等． 鸡肉源沙门氏菌血清型、药敏性

及部分耐药基因研究［ Ｊ］ ． 食品科学， ２０１７， ３８（１５）：１４０－

１４６．

　 Ｗａｎｇ Ｊ Ｗ， Ｘｉａｏ Ｙ Ｐ， Ｙ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ａｎｔｉ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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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ｕｏｒ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ｂｏｒｎｅ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Ｊ］ ．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３８（１５）：１４０－１４６．

［１７］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Ｒ］． ＮＡＲＭ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ｄａ． ｇｏｖ ／ Ａｎｉｍａｌ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 ＳａｆｅｔｙＨｅａｌｔｈ ／ Ａｎｔｉｍｉ⁃

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ｃｍ０５９１０３．ｈｔｍ．

［１８］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ｈａｃ－ａｓｐｃ．ｇｃ．ｃａ ／ ｃｉｐａｒｓ－ｐｉｃｒａ ／ ｐｕｂｓ－ｅｎｇ．ｐｈｐ．

［１９］ ＤＡＮＭＡＰ ２００６ － Ｕｓ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ｆｒｏｍ ｆｏｏ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ｓ ｉ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ａｎｍａｐ．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ｓｐｘ．

［２０］ ｖａｎ Ｄｕｉｊｋｅｒｅｎ Ｅ ， Ｗａｎｎｅｔ Ｗ Ｊ ， Ｈｏｕｗｅｒｓ Ｄ Ｊ，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Ｐｈａｇｅ 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ｓ， Ｃａｔｔｌｅ， Ｐｉｇ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０１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４０

（１１）： ３９８０－３９８５．

［２１］ 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ｓｄｏｔｔｉｒ Ｔ Ｒ， Ｋｒｉｓｔｉｎｓｓｏｎ Ｋ Ｇ， ａｎｄ Ｇｕｎｎａｒｓｓｏｎ Ｅ． Ａｎｔｉ⁃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ｓｐｐ． ｉｎ ｐｉｇｓ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ｉｎ Ｉｃｅｌａｎ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Ｊ］ ． Ｍｉｃｒｏｂ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 ２００７， １３（４）：２９５－３００．

［２２］ Ｋａｇａｍｂèｇａ Ａ， Ｌｉｅｎｅｍａｎｎ Ｔ， Ａｕｌｕ Ｌ，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ｅｎｔｅ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ｅｃｅｓ ｏｆ ｃａｔｔｌｅ，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ｓ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ｓ ｉｎ Ｂｕｒｋｉｎａ Ｆａｓｏ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Ｊ］ ． ＢＭ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１３（２５３）：１－９．

［ ２３］ Ｊａｒｑｕｉｎ Ｃ， Ａｌｖａｒｅｚ Ｄ，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Ｏ， ｅｔ ａｌ．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ｏｎ Ｒａｗ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ｉ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Ｓｕｓ⁃

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ｏｖａ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 ． Ｊ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ｔ， ２０１５， ７８

（９）：１６４２－５０．

［２４］ ｄｅ Ｊｏｎｇ Ａ， Ｂｙｗａｔｅｒ Ｒ， Ｂｕｔｔｙ Ｐ， ｅｔ ａｌ．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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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Ｊ］ ． Ｊ． Ａｎｔｉｍｉ⁃

ｃｒｏｂ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２０１２； ６７（３）： ６３８－６５１．

［２５］ 易灵娴，刘艺云，吴仁杰，等． 质粒介导的黏菌素耐药基因 ｍｃｒ

－１ 研究进展［Ｊ］ ． 遗传， ２０１７， ３９（２）： １１０ ― １２６．

　 Ｙｉ Ｌ Ｘ， Ｌｉｕ Ｙ Ｙ， ＷＵ Ｒ Ｊ，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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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 ｃｏｌｉ，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Ｊ］ ． Ｅｕｒｏ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 ２０１６， ２１（２７）：

ｐｉｉ ＝ ３０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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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Ｙｉｎ Ｗ， Ｌｉ Ｈ， Ｓｈｅｎ Ｙ， ｅｔ 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ｐｌａｓｍｉｄ－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ｌｉｓｔｉｎ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 ｍｃｒ－３ ｉ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Ｊ］ ． ｍＢｉｏ， ２０１７， ８（３）：

ｅ００５４３－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１２８ ／ ｍＢｉｏ．００５４３－１７．

［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２４２８ 号［ＥＢ ／ ＯＬ］．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Ｎｏ．２４２８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ｏ⁃

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ｚｚ ／ ｓｙｊ ／ ｙｚｙｊ ／

２０１６０８ ／ ｔ２０１６０８０１＿５２２４４２８．ｈｔｍ．［ＥＢ ／ ＯＬ］

（编 辑：陈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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