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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标准代替 ＧＢ４７８９．４—２０１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ＳＮ０１７０—１９９２《出口食品沙门氏菌属（包括亚利桑那菌）检验方法》、ＳＮ／Ｔ２５５２．５—２０１０《乳及乳制品卫

生微生物学检验方法　第５部分：沙门氏菌检验》。

整合后的标准与ＧＢ４７８９．４—２０１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检测流程和血清学检测操作程序；

———修改了附录Ａ和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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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中沙门氏菌（犛犪犾犿狅狀犲犾犾犪）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中沙门氏菌的检验。

２　设备和材料

除微生物实验室常规灭菌及培养设备外，其他设备和材料如下：

２．１　冰箱：２℃～５℃。

２．２　恒温培养箱：３６℃±１℃，４２℃±１℃。

２．３　均质器。

２．４　振荡器。

２．５　电子天平：感量０．１ｇ。

２．６　无菌锥形瓶：容量５００ｍＬ，２５０ｍＬ。

２．７　无菌吸管：１ｍＬ（具０．０１ｍＬ刻度）、１０ｍＬ（具０．１ｍＬ刻度）或微量移液器及吸头。

２．８　无菌培养皿：直径６０ｍｍ，９０ｍｍ。

２．９　无菌试管：３ｍｍ×５０ｍｍ、１０ｍｍ×７５ｍｍ。

２．１０　ｐＨ计或ｐＨ比色管或精密ｐＨ试纸。

２．１１　全自动微生物生化鉴定系统。

２．１２　无菌毛细管。

３　培养基和试剂

３．１　缓冲蛋白胨水（ＢＰＷ）：见Ａ．１。

３．２　四硫磺酸钠煌绿（ＴＴＢ）增菌液：见Ａ．２。

３．３　亚硒酸盐胱氨酸（ＳＣ）增菌液：见Ａ．３。

３．４　亚硫酸铋（ＢＳ）琼脂：见Ａ．４。

３．５　ＨＥ琼脂：见Ａ．５。

３．６　木糖赖氨酸脱氧胆盐（ＸＬＤ）琼脂：见Ａ．６。

３．７　沙门氏菌属显色培养基。

３．８　三糖铁（ＴＳＩ）琼脂：见Ａ．７。

３．９　蛋白胨水、靛基质试剂：见Ａ．８。

３．１０　尿素琼脂（ｐＨ７．２）：见Ａ．９。

３．１１　氰化钾 （ＫＣＮ）培养基：见Ａ．１０。

３．１２　赖氨酸脱羧酶试验培养基：见Ａ．１１。

３．１３　糖发酵管：见Ａ．１２。

３．１４　邻硝基酚βＤ半乳糖苷（ＯＮＰＧ）培养基：见Ａ．１３。

３．１５　半固体琼脂：见Ａ．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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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丙二酸钠培养基：见Ａ．１５。

３．１７　沙门氏菌Ｏ、Ｈ和Ｖｉ诊断血清。

３．１８　生化鉴定试剂盒。

４　检验程序

沙门氏菌检验程序见图１。

图１　沙门氏菌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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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操作步骤

５．１　预增菌

无菌操作称取２５ｇ（ｍＬ）样品，置于盛有２２５ｍＬＢＰＷ的无菌均质杯或合适容器内，以８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均质１ｍｉｎ～２ｍｉｎ，或置于盛有２２５ｍＬＢＰＷ 的无菌均质袋中，用拍击式均质器拍打

１ｍｉｎ～２ｍｉｎ。若样品为液态，不需要均质，振荡混匀。如需调整ｐＨ，用１ｍｏｌ／Ｌ无菌ＮａＯＨ或 ＨＣｌ

调ｐＨ至６．８±０．２。无菌操作将样品转至５００ｍＬ锥形瓶或其他合适容器内（如均质杯本身具有无孔

盖，可不转移样品），如使用均质袋，可直接进行培养，于３６℃±１℃培养８ｈ～１８ｈ。

如为冷冻产品，应在４５℃以下不超过１５ｍｉｎ，或２℃～５℃不超过１８ｈ解冻。

５．２　增菌

轻轻摇动培养过的样品混合物，移取１ｍＬ，转种于１０ｍＬＴＴＢ内，于４２℃±１℃培养１８ｈ～２４ｈ。

同时，另取１ｍＬ，转种于１０ｍＬＳＣ内，于３６℃±１℃培养１８ｈ～２４ｈ。

５．３　分离

分别用直径３ｍｍ的接种环取增菌液１环，划线接种于一个ＢＳ琼脂平板和一个ＸＬＤ琼脂平板（或ＨＥ

琼脂平板或沙门氏菌属显色培养基平板），于３６℃±１℃分别培养４０ｈ～４８ｈ（ＢＳ琼脂平板）或１８ｈ～２４ｈ

（ＸＬＤ琼脂平板、ＨＥ琼脂平板、沙门氏菌属显色培养基平板），观察各个平板上生长的菌落，各个平板

上的菌落特征见表１。

表１　沙门氏菌属在不同选择性琼脂平板上的菌落特征

选择性琼脂平板 沙门氏菌

ＢＳ琼脂
菌落为黑色有金属光泽、棕褐色或灰色，菌落周围培养基可呈黑色或棕色；有些菌株形成灰绿

色的菌落，周围培养基不变

ＨＥ琼脂 蓝绿色或蓝色，多数菌落中心黑色或几乎全黑色；有些菌株为黄色，中心黑色或几乎全黑色

ＸＬＤ琼脂
菌落呈粉红色，带或不带黑色中心，有些菌株可呈现大的带光泽的黑色中心，或呈现全部黑色

的菌落；有些菌株为黄色菌落，带或不带黑色中心

沙门氏菌属显色培

养基
按照显色培养基的说明进行判定

５．４　生化试验

５．４．１　自选择性琼脂平板上分别挑取２个以上典型或可疑菌落，接种三糖铁琼脂，先在斜面划线，再于

底层穿刺；接种针不要灭菌，直接接种赖氨酸脱羧酶试验培养基和营养琼脂平板，于３６℃±１℃培养

１８ｈ～２４ｈ，必要时可延长至４８ｈ。在三糖铁琼脂和赖氨酸脱羧酶试验培养基内，沙门氏菌属的反应结

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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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沙门氏菌属在三糖铁琼脂和赖氨酸脱羧酶试验培养基内的反应结果

三糖铁琼脂

斜面 底层 产气 硫化氢
赖氨酸脱羧酶试验培养基 初步判断

Ｋ Ａ ＋（－） ＋（－） ＋ 可疑沙门氏菌属

Ｋ Ａ ＋（－） ＋（－） － 可疑沙门氏菌属

Ａ Ａ ＋（－） ＋（－） ＋ 可疑沙门氏菌属

Ａ Ａ ＋／－ ＋／－ － 非沙门氏菌

Ｋ Ｋ ＋／－ ＋／－ ＋／－ 非沙门氏菌

　　注：Ｋ：产碱，Ａ：产酸；＋：阳性，－：阴性；＋（－）：多数阳性，少数阴性；＋／－：阳性或阴性。

５．４．２　接种三糖铁琼脂和赖氨酸脱羧酶试验培养基的同时，可直接接种蛋白胨水（供做靛基质试验）、

尿素琼脂（ｐＨ７．２）、氰化钾（ＫＣＮ）培养基，也可在初步判断结果后从营养琼脂平板上挑取可疑菌落接

种。于３６℃±１℃培养１８ｈ～２４ｈ，必要时可延长至４８ｈ，按表３判定结果。将已挑菌落的平板储存

于２℃～５℃或室温至少保留２４ｈ，以备必要时复查。

表３　沙门氏菌属生化反应初步鉴别表

反应序号 硫化氢 （Ｈ２Ｓ） 靛基质 ｐＨ７．２尿素 氰化钾（ＫＣＮ） 赖氨酸脱羧酶

Ａ１ ＋ － － － ＋

Ａ２ ＋ ＋ － － ＋

Ａ３ － － － － ＋／－

　　注：＋阳性；－阴性；＋／－阳性或阴性。

５．４．２．１　反应序号Ａ１：典型反应判定为沙门氏菌属。如尿素、ＫＣＮ和赖氨酸脱羧酶３项中有１项异

常，按表４可判定为沙门氏菌。如有２项异常为非沙门氏菌。

表４　沙门氏菌属生化反应初步鉴别表

ｐＨ７．２尿素 氰化钾（ＫＣＮ） 赖氨酸脱羧酶 判定结果

－ － －
甲型副伤寒沙门氏菌（要

求血清学鉴定结果）

－ ＋ ＋
沙门氏菌Ⅳ或Ⅴ（要求符

合本群生化特性）

＋ － ＋
沙门氏菌个别变体（要求

血清学鉴定结果）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

５．４．２．２　反应序号Ａ２：补做甘露醇和山梨醇试验，沙门氏菌靛基质阳性变体两项试验结果均为阳性，但

需要结合血清学鉴定结果进行判定。

５．４．２．３　反应序号Ａ３：补做ＯＮＰＧ。ＯＮＰＧ阴性为沙门氏菌，同时赖氨酸脱羧酶阳性，甲型副伤寒沙

门氏菌为赖氨酸脱羧酶阴性。

５．４．２．４　必要时按表５进行沙门氏菌生化群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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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沙门氏菌属各生化群的鉴别

项目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卫矛醇 ＋ ＋ — — ＋ —

山梨醇 ＋ ＋ ＋ ＋ ＋ —

水杨苷 — — — ＋ — —

ＯＮＰＧ — — ＋ — ＋ —

丙二酸盐 — ＋ ＋ — — —

ＫＣＮ — — — ＋ ＋ —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

５．４．３　如选择生化鉴定试剂盒或全自动微生物生化鉴定系统，可根据５．４．１的初步判断结果，从营养琼

脂平板上挑取可疑菌落，用生理盐水制备成浊度适当的菌悬液，使用生化鉴定试剂盒或全自动微生物生

化鉴定系统进行鉴定。

５．５　血清学鉴定

５．５．１　检查培养物有无自凝性

一般采用１．２％～１．５％琼脂培养物作为玻片凝集试验用的抗原。首先排除自凝集反应，在洁净的

玻片上滴加一滴生理盐水，将待试培养物混合于生理盐水滴内，使成为均一性的混浊悬液，将玻片轻轻

摇动３０ｓ～６０ｓ，在黑色背景下观察反应（必要时用放大镜观察），若出现可见的菌体凝集，即认为有自

凝性，反之无自凝性。对无自凝的培养物参照下面方法进行血清学鉴定。

５．５．２　多价菌体抗原（犗）鉴定

在玻片上划出２个约１ｃｍ×２ｃｍ的区域，挑取１环待测菌，各放１／２环于玻片上的每一区域上部，

在其中一个区域下部加１滴多价菌体（Ｏ）抗血清，在另一区域下部加入１滴生理盐水，作为对照。再用

无菌的接种环或针分别将两个区域内的菌苔研成乳状液。将玻片倾斜摇动混合１ｍｉｎ，并对着黑暗背

景进行观察，任何程度的凝集现象皆为阳性反应。Ｏ血清不凝集时，将菌株接种在琼脂量较高的（如

２％～３％）培养基上再检查；如果是由于Ｖｉ抗原的存在而阻止了Ｏ凝集反应时，可挑取菌苔于１ｍＬ生

理盐水中做成浓菌液，于酒精灯火焰上煮沸后再检查。

５．５．３　多价鞭毛抗原（犎）鉴定

操作同５．５．２。Ｈ抗原发育不良时，将菌株接种在０．５５％～０．６５％半固体琼脂平板的中央，待菌落

蔓延生长时，在其边缘部分取菌检查；或将菌株通过接种装有０．３％～０．４％半固体琼脂的小玻管１次～

２次，自远端取菌培养后再检查。

５．６　血清学分型（选做项目）

５．６．１　犗抗原的鉴定

用Ａ～Ｆ多价Ｏ血清做玻片凝集试验，同时用生理盐水做对照。在生理盐水中自凝者为粗糙型菌

株，不能分型。

被Ａ～Ｆ多价Ｏ血清凝集者，依次用Ｏ４；Ｏ３、Ｏ１０；Ｏ７；Ｏ８；Ｏ９；Ｏ２和Ｏ１１因子血清做凝集试验。

根据试验结果，判定Ｏ群。被Ｏ３、Ｏ１０血清凝集的菌株，再用 Ｏ１０、Ｏ１５、Ｏ３４、Ｏ１９单因子血清做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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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判定Ｅ１、Ｅ４各亚群，每一个Ｏ抗原成分的最后确定均应根据Ｏ单因子血清的检查结果，没有Ｏ

单因子血清的要用两个Ｏ复合因子血清进行核对。

不被Ａ～Ｆ多价Ｏ血清凝集者，先用９种多价Ｏ血清检查，如有其中一种血清凝集，则用这种血清

所包括的Ｏ群血清逐一检查，以确定Ｏ群。每种多价Ｏ血清所包括的Ｏ因子如下：

Ｏ多价１　Ａ，Ｂ，Ｃ，Ｄ，Ｅ，Ｆ群 （并包括６，１４群）

Ｏ多价２　１３，１６，１７，１８，２１群

Ｏ多价３　２８，３０，３５，３８，３９群

Ｏ多价４　４０，４１，４２，４３群

Ｏ多价５　４４，４５，４７，４８群

Ｏ多价６　５０，５１，５２，５３群

Ｏ多价７　５５，５６，５７，５８群

Ｏ多价８　５９，６０，６１，６２群

Ｏ多价９　６３，６５，６６，６７群

５．６．２　犎抗原的鉴定

属于Ａ～Ｆ各Ｏ群的常见菌型，依次用表６所述 Ｈ因子血清检查第１相和第２相的 Ｈ抗原。

表６　犃～犉群常见菌型　犎抗原表

Ｏ群 第１相 第２相

Ａ

Ｂ

Ｂ

Ｃ１

Ｃ２

Ｄ（不产气的）

Ｄ（产气的）

Ｅ１

Ｅ４

Ｅ４

ａ

ｇ，ｆ，ｓ

ｉ，ｂ，ｄ

ｋ，ｖ，ｒ，ｃ

ｂ，ｄ，ｒ

ｄ

ｇ，ｍ，ｐ，ｑ

ｈ，ｖ

ｇ，ｓ，ｔ

ｉ

无

无

２

５，ｚ１５

２，５

无

无

６，ｗ，ｘ

无

　　不常见的菌型，先用８种多价 Ｈ血清检查，如有其中一种或两种血清凝集，则再用这一种或两种血

清所包括的各种 Ｈ因子血清逐一检查，以第１相和第２项的 Ｈ抗原。８种多价 Ｈ血清所包括的 Ｈ因

子如下：

Ｈ多价１　ａ，ｂ，ｃ，ｄ，ｉ

Ｈ多价２　ｅｈ，ｅｎｘ，ｅｎｚ１５，ｆｇ，ｇｍｓ，ｇｐｕ，ｇｐ，ｇｑ，ｍｔ，ｇｚ５１

Ｈ多价３　ｋ，ｒ，ｙ，ｚ，ｚ１０，ｌｖ，ｌｗ，ｌｚ１３，ｌｚ２８，ｌｚ４０

Ｈ多价４　１，２；１，５；１，６；１，７；ｚ６

Ｈ多价５　ｚ４ｚ２３，ｚ４ｚ２４，ｚ４ｚ３２，ｚ２９，ｚ３５，ｚ３６，ｚ３８

Ｈ多价６　ｚ３９，ｚ４１，ｚ４２，ｚ４４

Ｈ多价７　ｚ５２，ｚ５３，ｚ５４，ｚ５５

Ｈ多价８　ｚ５６，ｚ５７，ｚ６０，ｚ６１，ｚ６２

每一个 Ｈ抗原成分的最后确定均应根据 Ｈ单因子血清的检查结果，没有 Ｈ单因子血清的要用两

个 Ｈ复合因子血清进行核对。

检出第１相 Ｈ抗原而未检出第２相 Ｈ抗原的或检出第２相 Ｈ抗原而未检出第１相 Ｈ抗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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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脂斜面上移种１代～２代后再检查。如仍只检出一个相的 Ｈ抗原，要用位相变异的方法检查其另

一个相。单相菌不必做位相变异检查。

位相变异试验方法如下：

简易平板法：将０．３５％～０．４％半固体琼脂平板烘干表面水分，挑取因子血清１环，滴在半固体平板

表面，放置片刻，待血清吸收到琼脂内，在血清部位的中央点种待检菌株，培养后，在形成蔓延生长的菌

苔边缘取菌检查。

小玻管法：将半固体管（每管约１ｍＬ～２ｍＬ）在酒精灯上溶化并冷至５０℃，取已知相的 Ｈ因子血

清０．０５ｍＬ～０．１ｍＬ，加入于溶化的半固体内，混匀后，用毛细吸管吸取分装于供位相变异试验的小玻

管内，待凝固后，用接种针挑取待检菌，接种于一端。将小玻管平放在平皿内，并在其旁放一团湿棉花，

以防琼脂中水分蒸发而干缩，每天检查结果，待另一相细菌解离后，可以从另一端挑取细菌进行检查。

培养基内血清的浓度应有适当的比例，过高时细菌不能生长，过低时同一相细菌的动力不能抑制。一般

按原血清１∶２００～１∶８００的量加入。

小倒管法：将两端开口的小玻管（下端开口要留一个缺口，不要平齐）放在半固体管内，小玻管的上

端应高出于培养基的表面，灭菌后备用。临用时在酒精灯上加热溶化，冷至５０℃，挑取因子血清１环，

加入小套管中的半固体内，略加搅动，使其混匀，待凝固后，将待检菌株接种于小套管中的半固体表层

内，每天检查结果，待另一相细菌解离后，可从套管外的半固体表面取菌检查，或转种１％软琼脂斜面，

于３６℃培养后再做凝集试验。

５．６．３　犞犻抗原的鉴定

用Ｖｉ因子血清检查。已知具有Ｖｉ抗原的菌型有：伤寒沙门氏菌，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都柏林沙

门氏菌。

５．６．４　菌型的判定

根据血清学分型鉴定的结果，按照附录Ｂ或有关沙门氏菌属抗原表判定菌型。

６　结果与报告

综合以上生化试验和血清学鉴定的结果，报告２５ｇ（ｍＬ）样品中检出或未检出沙门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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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培养基和试剂

犃．１　缓冲蛋白胨水（犅犘犠）

犃．１．１　成分

蛋白胨 　１０．０ｇ

氯化钠 ５．０ｇ

磷酸氢二钠（含１２个结晶水） ９．０ｇ

磷酸二氢钾 １．５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犃．１．２　制法

将各成分加入蒸馏水中，搅混均匀，静置约１０ｍｉｎ，煮沸溶解，调节ｐＨ至７．２±０．２，高压灭菌１２１℃，

１５ｍｉｎ。

犃．２　四硫磺酸钠煌绿（犜犜犅）增菌液

犃．２．１　基础液

蛋白胨 　１０．０ｇ

牛肉膏 ５．０ｇ

氯化钠 ３．０ｇ

碳酸钙 ４５．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除碳酸钙外，将各成分加入蒸馏水中，煮沸溶解，再加入碳酸钙，调节ｐＨ至７．０±０．２，高压灭菌１２１℃，

２０ｍｉｎ。

犃．２．２　硫代硫酸钠溶液

硫代硫酸钠（含５个结晶水） 　５０．０ｇ

蒸馏水 加至１００ｍＬ

高压灭菌１２１℃，２０ｍｉｎ。

犃．２．３　碘溶液

碘　片 ２０．０ｇ

碘化钾 ２５．０ｇ

蒸馏水 加至１００ｍＬ

将碘化钾充分溶解于少量的蒸馏水中，再投入碘片，振摇玻瓶至碘片全部溶解为止，然后加蒸馏水

至规定的总量，贮存于棕色瓶内，塞紧瓶盖备用。

犃．２．４　０．５％煌绿水溶液

煌绿 ０．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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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水 １００ｍＬ

溶解后，存放暗处，不少于１ｄ，使其自然灭菌。

犃．２．５　牛胆盐溶液

牛胆盐 　１０．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ｍＬ

加热煮沸至完全溶解，高压灭菌１２１℃，２０ｍｉｎ。

犃．２．６　制法

基础液 　９００ｍＬ

硫代硫酸钠溶液 １００ｍＬ

碘溶液 ２０．０ｍＬ

煌绿水溶液 ２．０ｍＬ

牛胆盐溶液 ５０．０ｍＬ

临用前，按上列顺序，以无菌操作依次加入基础液中，每加入一种成分，均应摇匀后再加入另一种

成分。

犃．３　亚硒酸盐胱氨酸（犛犆）增菌液

犃．３．１　成分

蛋白胨 　５．０ｇ

乳糖 ４．０ｇ

磷酸氢二钠 １０．０ｇ

亚硒酸氢钠 ４．０ｇ

Ｌ胱氨酸 ０．０１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犃．３．２　制法

除亚硒酸氢钠和Ｌ胱氨酸外，将各成分加入蒸馏水中，煮沸溶解，冷至５５℃以下，以无菌操作加入

亚硒酸氢钠和１ｇ／ＬＬ胱氨酸溶液１０ｍＬ（称取０．１ｇＬ胱氨酸，加１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溶液１５ｍＬ，使溶

解，再加无菌蒸馏水至１００ｍＬ即成，如为ＤＬ胱氨酸，用量应加倍）。摇匀，调节ｐＨ至７．０±０．２。

犃．４　亚硫酸铋（犅犛）琼脂

犃．４．１　成分

蛋白胨 　１０．０ｇ

牛肉膏 ５．０ｇ

葡萄糖 ５．０ｇ

硫酸亚铁 ０．３ｇ

磷酸氢二钠 ４．０ｇ

煌绿 ０．０２５ｇ或５．０ｇ／Ｌ水溶液５．０ｍＬ

柠檬酸铋铵 ２．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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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硫酸钠 ６．０ｇ

琼脂 １８．０ｇ～２０．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犃．４．２　制法

将前三种成分加入３００ｍＬ蒸馏水（制作基础液），硫酸亚铁和磷酸氢二钠分别加入２０ｍＬ和３０ｍＬ蒸馏

水中，柠檬酸铋铵和亚硫酸钠分别加入另一２０ｍＬ和３０ｍＬ蒸馏水中，琼脂加入６００ｍＬ蒸馏水中。然

后分别搅拌均匀，煮沸溶解。冷至８０℃左右时，先将硫酸亚铁和磷酸氢二钠混匀，倒入基础液中，混匀。

将柠檬酸铋铵和亚硫酸钠混匀，倒入基础液中，再混匀。调节ｐＨ至７．５±０．２，随即倾入琼脂液中，混合

均匀，冷至５０℃～５５℃。加入煌绿溶液，充分混匀后立即倾注平皿。

注：本培养基不需要高压灭菌，在制备过程中不宜过分加热，避免降低其选择性，贮于室温暗处，超过４８ｈ会降低其

选择性，本培养基宜于当天制备，第二天使用。

犃．５　犎犈　琼脂（犎犲犽狋狅犲狀犈狀狋犲狉犻犮犃犵犪狉）

犃．５．１　成分

蛋白胨 　１２．０ｇ

牛肉膏 ３．０ｇ

乳糖 １２．０ｇ

蔗糖 １２．０ｇ

水杨素 ２．０ｇ

胆盐 ２０．０ｇ

氯化钠 ５．０ｇ

琼脂 １８．０ｇ～２０．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０．４％溴麝香草酚蓝溶液 １６．０ｍＬ

Ａｎｄｒａｄｅ指示剂 ２０．０ｍＬ

甲液 ２０．０ｍＬ

乙液 ２０．０ｍＬ

犃．５．２　制法

将前面七种成分溶解于４００ｍＬ蒸馏水内作为基础液；将琼脂加入于６００ｍＬ蒸馏水内。然后分别

搅拌均匀，煮沸溶解。加入甲液和乙液于基础液内，调节ｐＨ至７．５±０．２。再加入指示剂，并与琼脂液

合并，待冷至５０℃～５５℃倾注平皿。

注：①本培养基不需要高压灭菌，在制备过程中不宜过分加热，避免降低其选择性。

②甲液的配制

　　　硫代硫酸钠 　３４．０ｇ

　　　柠檬酸铁铵 ４．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ｍＬ

　　③乙液的配制

　　　去氧胆酸钠 　１０．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ｍＬ

　　④Ａｎｄｒａｄｅ　指示剂

　　　酸性复红 　０．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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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溶液 １６．０ｍＬ

　　　蒸馏水 １００ｍＬ

将复红溶解于蒸馏水中，加入氢氧化钠溶液。数小时后如复红褪色不全，再加氢氧化钠溶液１ｍＬ～

２ｍＬ。

犃．６　木糖赖氨酸脱氧胆盐（犡犔犇）琼脂

犃．６．１　成分

酵母膏 　３．０ｇ

Ｌ赖氨酸 ５．０ｇ

木糖 ３．７５ｇ

乳糖 ７．５ｇ

蔗糖 ７．５ｇ

去氧胆酸钠 ２．５ｇ

柠檬酸铁铵 ０．８ｇ

硫代硫酸钠 ６．８ｇ

氯化钠 ５．０ｇ

琼脂 １５．０ｇ

酚红 ０．０８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犃．６．２　制法

除酚红和琼脂外，将其他成分加入４００ｍＬ蒸馏水中，煮沸溶解，调节ｐＨ至７．４±０．２。另将琼脂加

入６００ｍＬ蒸馏水中，煮沸溶解。

将上述两溶液混合均匀后，再加入指示剂，待冷至５０℃～５５℃倾注平皿。

注：本培养基不需要高压灭菌，在制备过程中不宜过分加热，避免降低其选择性，贮于室温暗处。本培养基宜于当

天制备，第二天使用。

犃．７　三糖铁（犜犛犐）琼脂

犃．７．１　成分

蛋白胨 　２０．０ｇ

牛肉膏 ５．０ｇ

乳 糖 １０．０ｇ

蔗 糖 １０．０ｇ

葡萄糖 １．０ｇ

硫酸亚铁铵（含６个结晶水） ０．２ｇ

酚红 ０．０２５ｇ或５．０ｇ／Ｌ溶液５．０ｍＬ

氯化钠 ５．０ｇ

硫代硫酸钠 ０．２ｇ

琼脂 １２．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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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７．２　制法

除酚红和琼脂外，将其他成分加入４００ｍＬ蒸馏水中，煮沸溶解，调节ｐＨ至７．４±０．２。另将琼脂加

入６００ｍＬ蒸馏水中，煮沸溶解。

将上述两溶液混合均匀后，再加入指示剂，混匀，分装试管，每管约２ｍＬ～４ｍＬ，高压灭菌１２１℃

１０ｍｉｎ或１１５℃１５ｍｉｎ，灭菌后制成高层斜面，呈桔红色。

犃．８　蛋白胨水、靛基质试剂

犃．８．１　蛋白胨水

蛋白胨（或胰蛋白胨） 　２０．０ｇ

氯化钠 ５．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将上述成分加入蒸馏水中，煮沸溶解，调节ｐＨ至７．４±０．２，分装小试管，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

犃．８．２　靛基质试剂

犃．８．２．１　柯凡克试剂：将５ｇ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溶解于７５ｍＬ戊醇中，然后缓慢加入浓盐酸２５ｍＬ。

犃．８．２．２　欧波试剂：将１ｇ对二甲氨基苯甲醛溶解于９５ｍＬ９５％乙醇内。然后缓慢加入浓盐酸

２０ｍＬ。

犃．８．３　试验方法

挑取小量培养物接种，在３６℃±１℃培养１ｄ～２ｄ，必要时可培养４ｄ～５ｄ。加入柯凡克试剂约

０．５ｍＬ，轻摇试管，阳性者于试剂层呈深红色；或加入欧波试剂约０．５ｍＬ，沿管壁流下，覆盖于培养液

表面，阳性者于液面接触处呈玫瑰红色。

注：蛋白胨中应含有丰富的色氨酸。每批蛋白胨买来后，应先用已知菌种鉴定后方可使用。

犃．９　尿素琼脂（狆犎７．２）

犃．９．１　成分

蛋白胨 　１．０ｇ

氯化钠 ５．０ｇ

葡萄糖 １．０ｇ

磷酸二氢钾 ２．０ｇ

０．４％酚红 ３．０ｍＬ

琼脂 ２０．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２０％尿素溶液 １００ｍＬ

犃．９．２　制法

除尿素、琼脂和酚红外，将其他成分加入４００ｍＬ蒸馏水中，煮沸溶解，调节ｐＨ至７．２±０．２。另将

琼脂加入６００ｍＬ蒸馏水中，煮沸溶解。

将上述两溶液混合均匀后，再加入指示剂后分装，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冷至５０℃～５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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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经除菌过滤的尿素溶液。尿素的最终浓度为２％。分装于无菌试管内，放成斜面备用。

犃．９．３　试验方法

挑取琼脂培养物接种，在３６℃±１℃培养２４ｈ，观察结果。尿素酶阳性者由于产碱而使培养基变

为红色。

犃．１０　氰化钾（犓犆犖）培养基

犃．１０．１　成分

蛋白胨 　１０．０ｇ

氯化钠 ５．０ｇ

磷酸二氢钾 ０．２２５ｇ

磷酸氢二钠 ５．６４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０．５％氰化钾 ２０．０ｍＬ

犃．１０．２　制法

将除氰化钾以外的成分加入蒸馏水中，煮沸溶解，分装后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放在冰箱内使

其充分冷却。每１００ｍＬ培养基加入０．５％氰化钾溶液２．０ｍＬ（最后浓度为１∶１００００），分装于无菌试

管内，每管约４ｍＬ，立刻用无菌橡皮塞塞紧，放在４℃冰箱内，至少可保存两个月。同时，将不加氰化钾

的培养基作为对照培养基，分装试管备用。

犃．１０．３　试验方法

将琼脂培养物接种于蛋白胨水内成为稀释菌液，挑取１环接种于氰化钾（ＫＣＮ）培养基。并另挑取

１环接种于对照培养基。在３６℃±１℃培养１ｄ～２ｄ，观察结果。如有细菌生长即为阳性（不抑制），经

２ｄ细菌不生长为阴性（抑制）。

注：氰化钾是剧毒药，使用时应小心，切勿沾染，以免中毒。夏天分装培养基应在冰箱内进行。试验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封口不严，氰化钾逐渐分解，产生氢氰酸气体逸出，以致药物浓度降低，细菌生长，因而造成假阳性反应。

试验时对每一环节都要特别注意。

犃．１１　赖氨酸脱羧酶试验培养基

犃．１１．１　成分

蛋白胨 　５．０ｇ

酵母浸膏 ３．０ｇ

葡萄糖 １．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１．６％溴甲酚紫乙醇溶液 １．０ｍＬ

Ｌ赖氨酸或ＤＬ赖氨酸 ０．５ｇ／１００ｍＬ或１．０ｇ／１００ｍＬ

犃．１１．２　制法

除赖氨酸以外的成分加热溶解后，分装每瓶１００ｍＬ，分别加入赖氨酸。Ｌ赖氨酸按０．５％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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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Ｌ赖氨酸按１％加入。调节ｐＨ至６．８±０．２。对照培养基不加赖氨酸。分装于无菌的小试管内，每管

０．５ｍＬ，上面滴加一层液体石蜡，１１５℃高压灭菌１０ｍｉｎ。

犃．１１．３　试验方法

从琼脂斜面上挑取培养物接种，于３６℃±１℃培养１８ｈ～２４ｈ，观察结果。氨基酸脱羧酶阳性者

由于产碱，培养基应呈紫色。阴性者无碱性产物，但因葡萄糖产酸而使培养基变为黄色。对照管应为

黄色。

犃．１２　糖发酵管

犃．１２．１　成分

牛肉膏 　５．０ｇ

蛋白胨 １０．０ｇ

氯化钠 ３．０ｇ

磷酸氢二钠（含１２个结晶水） ２．０ｇ

０．２％溴麝香草酚蓝溶液 １２．０ｍＬ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犃．１２．２　制法

犃．１２．２．１　葡萄糖发酵管按上述成分配好后，调节ｐＨ至７．４±０．２。按０．５％加入葡萄糖，分装于有一个

倒置小管的小试管内，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

犃．１２．２．２　其他各种糖发酵管可按上述成分配好后，分装每瓶１００ｍＬ，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另将各

种糖类分别配好１０％溶液，同时高压灭菌。将５ｍＬ糖溶液加入于１００ｍＬ培养基内，以无菌操作分装

小试管。

注：蔗糖不纯，加热后会自行水解者，应采用过滤法除菌。

犃．１２．３　试验方法

从琼脂斜面上挑取小量培养物接种，于３６℃±１℃培养，一般２ｄ～３ｄ。迟缓反应需观察１４ｄ～

３０ｄ。

犃．１３　邻硝基酚β犇半乳糖苷（犗犖犘犌）培养基

犃．１３．１　成分

邻硝基酚βＤ半乳糖苷（ＯＮＰＧ）

（ＯＮｉｔｒｏｐｈｅｎｙｌβ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６０．０ｍｇ

０．０１ｍｏｌ／Ｌ磷酸钠缓冲液（ｐＨ７．５） １０．０ｍＬ

１％蛋白胨水（ｐＨ７．５） ３０．０ｍＬ

犃．１３．２　制法

将ＯＮＰＧ溶于缓冲液内，加入蛋白胨水，以过滤法除菌，分装于无菌的小试管内，每管０．５ｍＬ，用

橡皮塞塞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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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３．３　试验方法

自琼脂斜面上挑取培养物１满环接种于３６℃±１℃培养１ｈ～３ｈ和２４ｈ观察结果。如果β半乳

糖苷酶产生，则于１ｈ～３ｈ变黄色，如无此酶则２４ｈ不变色。

犃．１４　半固体琼脂

犃．１４．１　成分

牛肉膏 　０．３ｇ

蛋白胨 １．０ｇ

氯化钠 ０．５ｇ

琼脂 ０．３５ｇ～０．４ｇ

蒸馏水 １００ｍＬ

犃．１４．２　制法

按以上成分配好，煮沸溶解，调节ｐＨ至７．４±０．２。分装小试管。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直立凝

固备用。

注：供动力观察、菌种保存、Ｈ抗原位相变异试验等用。

犃．１５　丙二酸钠培养基

犃．１５．１　成分

酵母浸膏 　１．０ｇ

硫酸铵 ２．０ｇ

磷酸氢二钾 ０．６ｇ

磷酸二氢钾 ０．４ｇ

氯化钠 ２．０ｇ

丙二酸钠 ３．０ｇ

０．２％溴麝香草酚蓝溶液 １２．０ｍＬ

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犃．１５．２　制法

除指示剂以外的成分溶解于水，调节ｐＨ 至６．８±０．２，再加入指示剂，分装试管，１２１℃高压灭菌

１５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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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５．３　试验方法

用新鲜的琼脂培养物接种，于３６℃±１℃培养４８ｈ，观察结果。阳性者由绿色变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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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常见沙门氏菌抗原

　　常见沙门氏菌抗原见表Ｂ．１。

表犅．１　常见沙门氏菌抗原表

菌名 拉丁菌名 Ｏ抗原
Ｈ抗原

第１相 第２相

Ａ　群

甲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犛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ｉＡ １，２，１２ ａ ［１，５］

Ｂ　群

基桑加尼沙门氏菌 犛．Ｋｉｓａｎｇａｎｉ １，４，［５］，１２ ａ １，２

阿雷查瓦莱塔沙门氏菌 犛．Ａｒｅｃｈａｖａｌｅｔａ ４，［５］，１２ ａ １，７

马流产沙门氏菌 犛．Ａｂｏｒｔｕｓｅｑｕｉ ４，１２ — ｅ，ｎ，ｘ

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犛．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ｉＢ １，４，［５］，１２ ｂ １，２

利密特沙门氏菌 犛．Ｌｉｍｅｔｅ １，４，１２，［２７］ ｂ １，５

阿邦尼沙门氏菌 犛．Ａｂｏｎｙ １，４，［５］，１２，２７ ｂ ｅ，ｎ，ｘ

维也纳沙门氏菌 犛．Ｗｉｅｎ １，４，１２，［２７］ ｂ ｌ，ｗ

伯里沙门氏菌 犛．Ｂｕｒｙ ４，１２，［２７］ ｃ ｚ６

斯坦利沙门氏菌 犛．Ｓｔａｎｌｅｙ １，４，［５］，１２，［２７］ ｄ １，２

圣保罗沙门氏菌 犛．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 １，４，［５］，１２ ｅ，ｈ １，２

里定沙门氏菌 犛．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４，［５］，１２ ｅ，ｈ １，５

彻斯特沙门氏菌 犛．Ｃｈｅｓｔｅｒ １，４，［５］，１２ ｅ，ｈ ｅ，ｎ，ｘ

德尔卑沙门氏菌 犛．Ｄｅｒｂｙ １，４，［５］，１２ ｆ，ｇ ［１，２］

阿贡纳沙门氏菌 犛．Ａｇｏｎａ １，４，［５］，１２ ｆ，ｇ，ｓ ［１，２］

埃森沙门氏菌 犛．Ｅｓｓｅｎ ４，１２ ｇ，ｍ —

加利福尼亚沙门氏菌 犛．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４，１２ ｇ，ｍ，ｔ ［ｚ６７］

金斯敦沙门氏菌 犛．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１，４，［５］，１２，［２７］ ｇ，ｓ，ｔ ［１，２］

布达佩斯沙门氏菌 犛．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１，４，１２，［２７］ ｇ，ｔ —

鼠伤寒沙门氏菌 犛．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 １，４，［５］，１２ ｉ １，２

拉古什沙门氏菌 犛．Ｌａｇｏｓ １，４，［５］，１２ ｉ １，５

布雷登尼沙门氏菌 犛．Ｂｒｅｄｅｎｅｙ １，４，１２，［２７］ ｌ，ｖ １，７

基尔瓦沙门氏菌Ⅱ 犛．ＫｉｌｗａⅡ ４，１２ ｌ，ｗ ｅ，ｎ，ｘ

海德尔堡沙门氏菌 犛．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１，４，［１５］，１２ ｒ １，２

印地安纳沙门氏菌 犛．Ｉｎｄｉａｎａ １，４，１２ ｚ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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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菌名 拉丁菌名 Ｏ抗原
Ｈ抗原

第１相 第２相

斯坦利维尔沙门氏菌 犛．Ｓｔａｎｌｅｙｖｉｌｌｅ １，４，［５］，１２，［２７］ ｚ４，ｚ２３ ［１，２］

伊图里沙门氏菌 犛．Ｉｔｕｒｉ １，４，１２ ｚ１０ １，５

Ｃ１　群

奥斯陆沙门氏菌 犛．Ｏｓｌｏ ６，７，１４ ａ ｅ，ｎ，ｘ

爱丁保沙门氏菌 犛．Ｅｄｉｎｂｕｒｇ ６，７，１４ ｂ １，５

布隆方丹沙门氏菌Ⅱ 犛．ＢｌｏｅｍｆｏｎｔｅｉｎⅡ ６，７ ｂ ［ｅ，ｎ，ｘ］：ｚ４２

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犛．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ｉＣ ６，７，［Ｖｉ］ ｃ １，５

猪霍乱沙门氏菌 犛．Ｃｈｏｌｅｒａｅｓｕｉｓ ６，７ ｃ １，５

猪伤寒沙门氏菌 犛．Ｔｙｐｈｉｓｕｉｓ ６，７ ｃ １，５

罗米他沙门氏菌 犛．Ｌｏｍｉｔａ ６，７ ｅ，ｈ １，５

布伦登卢普沙门氏菌 犛．Ｂｒａｅｎｄｅｒｕｐ ６，７，１４ ｅ，ｈ ｅ，ｎ，ｚ１５

里森沙门氏菌 犛．Ｒｉｓｓｅｎ ６，７，１４ ｆ，ｇ —

蒙得维的亚沙门氏菌 犛．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 ６，７，１４ ｇ，ｍ，［ｐ］，ｓ ［１，２，７］

里吉尔沙门氏菌 犛．Ｒｉｇｇｉｌ ６，７ ｇ，［ｔ］ —

奥雷宁堡沙门氏菌 犛．Ｏｒａｎｉｅｂｕｒｇ ６，７，１４ ｍ，ｔ ［２，５，７］

奥里塔蔓林沙门氏菌 犛．Ｏｒｉｔａｍｅｒｉｎ ６，７ ｉ １，５

汤卜逊沙门氏菌 犛．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６，７，１４ ｋ １，５

康科德沙门氏菌 犛．Ｃｏｎｃｏｒｄ ６，７ ｌ，ｖ １，２

伊鲁木沙门氏菌 犛．Ｉｒｕｍｕ ６，７ ｌ，ｖ １，５

姆卡巴沙门氏菌 犛．Ｍｋａｍｂａ ６，７ ｌ，ｖ １，６

波恩沙门氏菌 犛．Ｂｏｎｎ ６，７ ｌ，ｖ ｅ，ｎ，ｘ

波茨坦沙门氏菌 犛．Ｐｏｔｓｄａｍ ６，７，１４ ｌ，ｖ ｅ，ｎ，ｚ１５

格但斯克沙门氏菌 犛．Ｇｄａｎｓｋ ６，７，１４ ｌ，ｖ ｚ６

维尔肖沙门氏菌 犛．Ｖｉｒｃｈｏｗ ６，７，１４ ｒ １，２

婴儿沙门氏菌 犛．Ｉｎｆａｎｔｉｓ ６，７，１４ ｒ １，５

巴布亚沙门氏菌 犛．Ｐａｐｕａｎａ ６，７ ｒ ｅ，ｎ，ｚ１５

巴累利沙门氏菌 犛．Ｂａｒｅｉｌｌｙ ６，７，１４ ｙ １，５

哈特福德沙门氏菌 犛．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６，７ ｙ ｅ，ｎ，ｘ

三河岛沙门氏菌 犛．Ｍｉｋａｗａｓｉｍａ ６，７，１４ ｙ ｅ，ｎ，ｚ１５

姆班达卡沙门氏菌 犛．Ｍｂａｎｄａｋａ ６，７，１４ ｚ１０ ｅ，ｎ，ｚ１５

田纳西沙门氏菌 犛．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６，７，１４ ｚ２９ ［１，２，７］

布伦登卢普沙门氏菌 犛．Ｂｒａｅｎｄｅｒｕｐ ６，７，１４ ｅ，ｈ ｅ，ｎ，ｚ１５

耶路撒冷沙门氏菌 犛．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６，７，１４ ｚ１０ ｌ，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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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菌名 拉丁菌名 Ｏ抗原
Ｈ抗原

第１相 第２相

Ｃ２　群

习志野沙门氏菌 犛．Ｎａｒａｓｈｉｎｏ ６．８ ａ ｅ，ｎ，ｘ

名古屋沙门氏菌 犛．Ｎａｇｏｙａ ６，８ ｂ １，５

加瓦尼沙门氏菌 犛．Ｇａｔｕｎｉ ６，８ ｂ ｅ，ｎ，ｘ

慕尼黑沙门氏菌 犛．Ｍｕｅｎｃｈｅｎ ６，８ ｄ １，２

曼哈顿沙门氏菌 犛．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６，８ ｄ １，５

纽波特沙门氏菌 犛．Ｎｅｗｐｏｒｔ ６，８，２０ ｅ，ｈ １，２

科特布斯沙门氏菌 犛．Ｋｏｔｔｂｕｓ ６，８ ｅ，ｈ １，５

茨昂威沙门氏菌 犛．Ｔｓｈｉｏｎｇｗｅ ６，８ ｅ，ｈ ｅ，ｎ，ｚ１５

林登堡沙门氏菌 犛．Ｌｉｎｄｅｎｂｕｒｇ ６，８ ｉ １，２

塔科拉迪沙门氏菌 犛．Ｔａｋｏｒａｄｉ ６，８ ｉ １，５

波那雷恩沙门氏菌 犛．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６，８ ｉ ｅ，ｎ，ｘ

利齐菲尔德沙门氏菌 犛．Ｌｉｔｃｈｆｉｅｌｄ ６，８ ｌ，ｖ １，２

病牛沙门氏菌 犛．Ｂｏｖｉｓｍｏｒｂｉｆｉｃａｎｓ ６，８，２０ ｒ，［ｉ］ １，５

查理沙门氏菌 犛．Ｃｈａｉｌｅｙ ６，８ ｚ４，ｚ２３ ｅ，ｎ，ｚ１５

Ｃ３　群

巴尔多沙门氏菌 犛．Ｂａｒｄｏ ８ ｅ，ｈ １，２

依麦克沙门氏菌 犛．Ｅｍｅｋ ８，２０ ｇ，ｍ，ｓ —

肯塔基沙门氏菌 犛．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８，２０ ｉ ｚ６

Ｄ　群

仙台沙门氏菌 犛．Ｓｅｎｄａｉ １，９，１２ ａ １，５

伤寒沙门氏菌 犛．Ｔｙｐｈｉ ９，１２，［Ｖｉ］ ｄ —

塔西沙门氏菌 犛．Ｔａｒｓｈｙｎｅ ９，１２ ｄ １，６

伊斯特本沙门氏菌 犛．Ｅａｓｔｂｏｕｒｎｅ １，９，１２ ｅ，ｈ １，５

以色列沙门氏菌 犛．Ｉｓｒａｅｌ ９，１２ ｅ，ｈ ｅ，ｎ，ｚ１５

肠炎沙门氏菌 犛．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ｄｉｓ １，９，１２ ｇ，ｍ ［１，７］

布利丹沙门氏菌 犛．Ｂｌｅｇｄａｍ ９，１２ ｇ，ｍ，ｑ —

沙门氏菌 Ⅱ 犛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Ⅱ １，９，１２ ｇ，ｍ，［ｓ］，ｔ ［１，５，７］

都柏林沙门氏菌 犛．Ｄｕｂｌｉｎ １，９，１２，［Ｖｉ］ ｇ，ｐ —

芙蓉沙门氏菌 犛．Ｓｅｒｅｍｂａｎ ９，１２ ｉ １，５

巴拿马沙门氏菌 犛．Ｐａｎａｍａ １，９，１２ ｌ，ｖ １，５

戈丁根沙门氏菌 犛．Ｇ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ｎ ９，１２ ｌ，ｖ ｅ，ｎ，ｚ１５

爪哇安纳沙门氏菌 犛．Ｊａｖｉａｎａ １，９，１２ Ｌ，ｚ２８ １，５



犌犅４７８９．４—２０１６

２０　　　

表犅．１（续）

菌名 拉丁菌名 Ｏ抗原
Ｈ抗原

第１相 第２相

鸡雏沙门氏菌 犛．ＧａｌｌｉｎａｒｕｍＰｕｌｌｏｒｕｍ １，９，１２ — —

Ｅ１　群

奥凯福科沙门氏菌 犛．Ｏｋｅｆｏｋｏ ３，１０ ｃ ｚ６

瓦伊勒沙门氏菌 犛．Ｖｅｊｌｅ ３，｛１０｝，｛１５｝ ｅ，ｈ １，２

明斯特沙门氏菌 犛．Ｍｕｅｎｓｔｅｒ ３，｛１０｝｛１５｝｛１５，３４｝ ｅ，ｈ １，５

鸭沙门氏菌 犛．Ａｎａｔｕｍ ３，｛１０｝｛１５｝｛１５，３４｝ ｅ，ｈ １，６

纽兰沙门氏菌 犛．Ｎｅｗｌａｎｄｓ ３，｛１０｝，｛１５，３４｝ ｅ，ｈ ｅ，ｎ，ｘ

火鸡沙门氏菌 犛．Ｍｅｌｅａｇｒｉｄｉｓ ３，｛１０｝｛１５｝｛１５，３４｝ ｅ，ｈ ｌ，ｗ

雷根特沙门氏菌 犛．Ｒｅｇｅｎｔ ３，１０ ｆ，ｇ，［ｓ］ ［１，６］

西翰普顿沙门氏菌 犛．Ｗｅｓ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３，｛１０｝｛１５｝｛１５，３４｝ ｇ，ｓ，ｔ —

阿姆德尔尼斯沙门氏菌 犛．Ａｍｏｕｎｄｅｒｎｅｓｓ ３，１０ ｉ １，５

新罗歇尔沙门氏菌 犛．Ｎｅｗ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３，１０ ｋ ｌ，ｗ

恩昌加沙门氏菌 犛．Ｎｃｈａｎｇａ ３，｛１０｝｛１５｝ ｌ，ｖ １，２

新斯托夫沙门氏菌 犛．Ｓｉｎｓｔｏｒｆ ３，１０ ｌ，ｖ １，５

伦敦沙门氏菌 犛．Ｌｏｎｄｏｎ ３，｛１０｝｛１５｝ ｌ，ｖ １，６

吉韦沙门氏菌 犛．Ｇｉｖｅ ３，｛１０｝｛１５｝｛１５，３４｝ ｌ，ｖ １，７

鲁齐齐沙门氏菌 犛．Ｒｕｚｉｚｉ ３，１０ ｌ，ｖ ｅ，ｎ，ｚ１５

乌干达沙门氏菌 犛．Ｕｇａｎｄａ ３，｛１０｝｛１５｝ ｌ，ｚ１３ １，５

乌盖利沙门氏菌 犛．Ｕｇｈｅｌｌｉ ３，１０ ｒ １，５

韦太夫雷登沙门氏菌 犛．Ｗｅｌｔｅｖｒｅｄｅｎ ３，｛１０｝｛１５｝ ｒ ｚ６

克勒肯威尔沙门氏菌 犛．Ｃｌｅｒｋｅｎｗｅｌｌ ３，１０ ｚ ｌ，ｗ

列克星敦沙门氏菌 犛．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３，｛１０｝｛１５｝｛１５，３４｝ ｚ１０ １，５

Ｅ４　群

萨奥沙门氏菌 犛．Ｓａｏ １，３，１９ ｅ，ｈ ｅ，ｎ，ｚ１５

卡拉巴尔沙门氏菌 犛．Ｃａｌａｂａｒ １，３，１９ ｅ，ｈ ｌ，ｗ

山夫登堡沙门氏菌 犛．Ｓｅｎｆｔｅｎｂｅｒｇ １，３，１９ ｇ，［ｓ］，ｔ —

斯特拉特福沙门氏菌 犛．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１，３，１９ ｉ １，２

塔克松尼沙门氏菌 犛．Ｔａｋｓｏｎｙ １，３，１９ ｉ ｚ６

索恩保沙门氏菌 犛．Ｓｃｈｏｅｎｅｂｅｒｇ １，３，１９ ｚ ｅ，ｎ，ｚ１５

Ｆ　群

昌丹斯沙门氏菌 犛．Ｃｈａｎｄａｎｓ １１ ｄ ［ｅ，ｎ，ｘ］

阿柏丁沙门氏菌 犛．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１１ ｉ １，２

布里赫姆沙门氏菌 犛．Ｂｒｉｊｂｈｕｍｉ １１ ｉ １，５



犌犅４７８９．４—２０１６

２１　　　

表犅．１（续）

菌名 拉丁菌名 Ｏ抗原
Ｈ抗原

第１相 第２相

威尼斯沙门氏菌 犛．Ｖｅｎｅｚｉａｎａ １１ ｉ ｅ，ｎ，ｘ

阿巴特图巴沙门氏菌 犛．Ａｂａｅｔｅｔｕｂａ １１ ｋ １，５

鲁比斯劳沙门氏菌 犛．Ｒｕｂｉｓｌａｗ １１ ｒ ｅ，ｎ，ｘ

其他群

浦那沙门氏菌 犛．Ｐｏｏｎａ １，１３，２２ ｚ １，６

里特沙门氏菌 犛．Ｒｉｅｄ １，１３，２２ ｚ４，ｚ２３ ［ｅ，ｎ，ｚ１５］

密西西比沙门氏菌 犛．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１，１３，２３ ｂ １，５

古巴沙门氏菌 犛．Ｃｕｂａｎａ １，１３，２３ ｚ２９ —

苏拉特沙门氏菌 犛．Ｓｕｒａｔ ［１］，６，１４，［２５］ ｒ，［ｉ］ ｅ，ｎ，ｚ１５

松兹瓦尔沙门氏菌 犛．Ｓｕｎｄｓｖａｌｌ ［１］，６，１４，［２５］ ｚ ｅ，ｎ，ｘ

非丁伏斯沙门氏菌 犛．Ｈｖｉｔｔｉｎｇｆｏｓｓ １６ ｂ ｅ，ｎ，ｘ

威斯敦沙门氏菌 犛．Ｗｅｓｔｏｎ １６ ｅ，ｈ ｚ６

上海沙门氏菌 犛．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６ ｌ，ｖ １，６

自贡沙门氏菌 犛．Ｚｉｇｏｎｇ １６ ｌ，ｗ １，５

巴圭达沙门氏菌 犛．Ｂａｇｕｉｄａ ２１ ｚ４，ｚ２３ —

迪尤波尔沙门氏菌 犛．Ｄｉｅｕｏｐｐｅｕｌ ２８ ｉ １，７

卢肯瓦尔德沙门氏菌 犛．Ｌｕｃｋｅｎｗａｌｄｅ ２８ ｚ１０ ｅ，ｎ，ｚ１５

拉马特根沙门氏菌 犛．Ｒａｍａｔｇａｎ ３０ ｋ １，５

阿德莱沙门氏菌 犛．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３５ ｆ，ｇ —

旺兹沃思沙门氏菌 犛．Ｗａｎｄｓｗｏｒｔｈ ３９ ｂ １，２

雷俄格伦德沙门氏菌 犛．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 ４０ ｂ １，５

莱瑟沙门氏菌 犛．ＬｅｔｈｅⅡ ４１ ｇ，ｔ —

达莱姆沙门氏菌 犛．Ｄａｈｌｅｍ ４８ ｋ ｅ，ｎ，ｚ１５

沙门氏菌Ⅲｂ 犛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Ⅲｂ ６１ ｌ，ｖ １，５，７

　　注：关于表内符号的说明：

　　｛｝＝｛｝内Ｏ因子具有排他性。在血清型中｛｝内的因子不能与其他｛｝内的因子同时存在，例如在Ｏ∶３，１０群

中当菌株产生Ｏ∶１５或Ｏ∶１５，３４因子时它替代了Ｏ∶１０因子。

　　［］＝ Ｏ（无下划线）或 Ｈ因子的存在或不存在与噬菌体转化无关，例如 Ｏ∶４群中的［５］因子。Ｈ因子在［］

内时表示在野生菌株中罕见，例如极大多数犛．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ｉＡ具有一个位相（ａ），罕有第２相（１，５）菌株。因此，

用１，２，１２∶ａ∶［１，５］表示。

　　＿＝下划线时表示该Ｏ因子是由噬菌体溶原化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