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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研究进展

李　毅

(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　32500)

摘　要　本文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肠毒素的检测方法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综述。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分型方面一

般不作血清学分型 ,而噬菌体分型 , 辨别力强 ,重复性好 , 在实验室里得到广泛的应用 , 但是分子生物学分型技术性强 、需
要特殊设备 ,所以不能普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快速检测方法的应用将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 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检测
的应用将有利于食物中毒的快速 、灵敏的诊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出现 ,萌生了我们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疫

苗的研究。
关键词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食物中毒;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疫苗

Advancement in researche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its enterotoxin

Li Yi.Wen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Prevention , Wenzhou 325000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amination method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its enterotoxin.
Serological typing is not always conducted for Staphylococcus aureus.However , bacteriophage tying with strong ability of discrimination and

good repeatability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laboratory test of the bacterium.Molecular biological typing is not widely available for test of
the bacterium because it needs special instruments.Rapid detectio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will greatly shorten the time for its assay.In
addition , detection of enterotoxin of Staphy lococcus aureus is helpful for rapid and sensitive diagnosis of food poisoning.As IVIRSA ap-

pears , we proceed the research of vaccine for Staphylococcus aureus.
Key words　Staphylococcus aureus;Enterotoxin;Food poisoning;MRSA;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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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是革兰阳性球菌中的一种 ,广泛

分布于自然界 ,如空气 、水 、土壤 、饲料和一些物品上 , 也存在

于人 、动物的体表 、鼻咽部及肠道 , 绝大多数对人不致病 ,少数
可引起人或动物致病 , 属于人兽共患病原菌。其中金黄色葡

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金葡菌)致病力最强 , 也最重要。
金黄色葡萄球菌除了常引起皮肤 、组织及器官的化脓性炎症

外 ,其产生的肠毒素可沾染食物而致食物中毒。灵敏 、快速 、
简易的方法检测肠毒素是研究的热点之一。由金黄色葡萄球

菌肠毒素引起的中毒暴发事件 ,近年来首推 2000年日本“雪印

奶粉”事件 , 14000 多人受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至今仍然是
国内外医院获得性感染最常见的细菌之一。许多国家设有专

门机构研究 , 对付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医院感染。随着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在临床的广泛应用 ,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MRSA)在临床分离的葡萄球菌中比例不断增加 , 由于
MRSA不仅对甲氧西林和其他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 , 而且

还常对氨基糖苷类 、红霉素等耐药 , 因此了解其耐药机制及对
其准确 、及时的检出 , 对于感染的早期快速诊断 , 指导临床用

药及防止医院内感染流行和耐药菌的播散都是极为重要的。
1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物学特性

1.1　形态与染色　典型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为球型 , 直径 0.

8μm 左右 , 显微镜下排列成葡萄串状。金黄色葡萄球菌无芽
胞 、鞭毛 ,大多数无荚膜。革兰染色阳性 ,衰老或死亡后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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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性。

1.2　培养特性　金黄色葡萄球菌营养要求不高 , 在普通培养
基上生长良好 ,需氧或兼性厌氧 , 最适生长温度 37℃, 最适生

长 pH7.4。平板上菌落厚 、有光泽 、圆形凸起 , 直径 1 ～ 2mm。
血平板菌落周围形成透明的溶血环。金黄色葡萄球菌有高度

的耐盐性 , 可在 10～ 15%NaCl肉汤中生长。 因此利用它的这
个特性进行污染标本分离。

1.3　对不良环境抵抗力　抗干燥:在干燥环境中存活数月:空
气中存在 ,但不繁殖;耐热:加热 70℃1h , 80℃30min不被杀死。

耐低温:在冷冻食品中不易死亡 , 在参考文献[ 18 , 19] 中有所阐
述;耐高渗;在含有 50%～ 66%蔗糖或 15%以上食盐食品中才

可被抑制 ,能在 15%NaCl和 40%胆汁中生长。
2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原构造和分型

2.1　按表型分型
2.1.1　血清学分型　金葡菌水解 , 获得两种抗原成分:蛋白抗

原和多糖抗原。蛋白抗原是凝集抗原 , 无特异性(是具有种 、
属特异性而无型特异性的完全抗原)。

多糖抗原有特异性(为具有型特异性的半抗原)。绝大多
数金葡含有A 型抗原 , B 型抗原主要存在于凝固酶阴性菌株 ,

C 型抗原在致病性和非致病性菌株中都存在[ 4] 。报道已有 15

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型血清 ,但由于金葡菌分布广泛 , 抗原复

杂 ,交叉多 ,免疫血清效价普遍低 , ,而且还存在一些群抗原如
SPA的非特异性凝集的干扰 , 故制备特异性分型血清比较困

难 ,故一般不作金葡菌的血清学分型[ 2] 。
2.1.2　噬菌体分型　金葡菌的噬菌体分型 , 辨别力强 ,重复性

好 ,无需特殊设备和试剂 , 简便快速 ,经典方法 , 适用于大规模
调查 ,由于结果容易分析而被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广泛采用 , 但

仅用噬菌体分型尚不能满足流行病学分析的需要 , 应同时采
用两种或多种方法 , 以提高分型率和辨别力。按照国际金葡

菌噬菌体分型参考中心规定的方法对金葡菌菌株进行噬菌体

分型。采用的分型噬菌体为国际通用基本分型噬菌体(包括

Ⅰ群 , 29、52、52A、79 、80;Ⅱ群 , 3A、3B 、3C 、55、71;Ⅲ群 , 6 、7、42E、
47 、53、54 、75、77 、83A、84、85;Ⅳ群 , 42D;Ⅴ群 , 94、96;不定群 ,

81 、187)和国际中心新建立的 10 个 MRSA 分型噬菌体(包括

MR8 、MR12、MR25、30 、33、38 、M3、M5、622 、56B)。用 RTD(常规试
验稀释度)和 100xRTD 滴试 , 分型用的噬菌体 RTD不应低于

10-3[ 7] 。
2.1.3　根据肠毒素分型

2.1.4　根据血浆凝固酶分型
2.1.5　根据耐药谱分型　还可以分定性和定量 , 试验表明:定

量耐药谱分型的分型率高(100%), 重复性好(98.3%), 辨别力
强(0.988), 且方法简便 , 是金葡菌流行病学分型的有效方法。

血浆凝固酶分型和耐药谱分型 , 适用于无条件作基因分型的
实验室作为初步筛选 ,或仅作辅助或补充分析 。

2.2　分子生物学分型　分子生物学分型是从基因或分子水平
来分析菌株间的亲缘性 , 较能为流行病学分析提供足够的证

据 ,但是这些方法的技术性强 、需要特殊设备 、及判断结果的
国际标准化等问题 ,使的这些分子水平的分型方法不能普及。

以下是几种比较流行的分型方法:1 、质粒分型;2、染色体 DNA

脉冲场电泳分型;3、核糖分型;4、全细胞蛋白图谱分型。

2.3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性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人类化脓
感染中最常见的病原菌 , 可引起局部化脓感染 , 也可引起肺

炎 、心包炎等 , 甚至败血症 、脓毒症等全身感染。 假如产肠毒
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食品可产生肠毒素 , 引起人类急性

食物中毒。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力强弱主要取决于其产生
的毒素和侵袭性酶:1.溶血毒素:外毒素 , 分α、β 、γ、δ四型 , 能

损伤血小板 , 破坏溶酶体 , 引起肌体局部缺血和坏死;对人类

有致病作用的主要是α溶血素(卵磷脂酶)。2.杀白细胞素:为
F和 S 两种蛋白质 ,可破坏人的白细胞和巨噬细胞。 3.血浆凝

固酶:当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人体时 ,该酶使血液或血浆中的
纤维蛋白沉积于菌体表面或凝固 , 阻碍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

葡萄球菌形成的感染易局部化与此酶有关;4.脱氧核糖核酸
酶: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的脱氧核糖核酸酶能耐受高温 , 可用

来作为依据鉴定金黄色葡萄球菌;5.肠毒素;此外 , 金黄色葡
萄球菌还产生溶表皮素 、明胶酶 、蛋白酶 、脂肪酶 、肽酶等。

3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常规检验
3.1　检验程序　样品※增菌※分离※分纯※革兰染色镜检/

耐热核酸酶试验/血浆凝固酶试验/生化反应试验/肠毒素检
查

3.2　培养基的原理　自食品中分离金黄色葡萄球菌应考虑腐
生菌丛的抑制问题 , 因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竞争力弱 ,食品中若

有其他腐生菌存在 , 葡萄球菌的生长会受到抑制 , 肠毒素也难
以形成。目前所选用的 Baird-parker(B-P)培养基有较强的

选择性。在 B-P 培养基上经 37℃, 24h ～ 48h 培养 , 典型菌落
圆形 , 凸起 、直径 1～ 2mm ,中部黑色 , 有灰白色边缘 , 围以混浊

环 , 其外层有一透明带。 B-P培养基含氯化锂可抑制革兰染
色阴性菌生长 , 所含亚碲酸钾与甘氨酸联合可抑制其他革兰

染色阳性生长 , 因亚碲酸钾被葡萄球菌还原为金属碲 , 故菌落
呈黑色。培养基所含卵黄中卵磷脂和脂肪被细菌分解 , 故出

现混浊环及透明。
3.3　卫生微生物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验　一次性使用卫生

用品卫生标准(GB15979-2002);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
色葡萄球菌检验(GB4789.10-94);理发用具微生物检验方法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GB/ T18204.7-2000)。
3.4　一般检验　革兰染色镜检 、耐热核酸酶试验 、血浆凝固酶

试验 、生化反应试验参照文献[ 1 , 3] 。血浆凝固酶试验:血浆凝
固酶试验是鉴定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重要试验 , 有玻片法和试

管法:吸取 1:4 新鲜兔血浆 0.5ml , 放入小试管中 , 再加入培养
24h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肉浸液肉汤培养物 0.5ml , 振荡摇匀 ,放

36℃±1℃温箱或水浴内 , 每 30min 观察 1 次 ,观察 6h , 如呈现
凝固 , 即将试管倾斜或倒置时 , 呈现凝块者 , 被认为阳性结果。

同时以已知阳性和阴性葡萄球菌株及肉汤作为对照。
耐热核酸酶试验:试验方法:平板法和玻片法:取 3ml甲苯

胺蓝-DNA 琼脂平铺于载玻片上制成标本片。待琼脂凝固
后 ,在琼脂上打成直径 2mm 的小洞(每个载玻片 10 ～ 12 个),

抽出小洞中的 琼脂块。加入约 0.01ml加过热(在水浴中煮沸
15min)的供凝固酶试验的肉汤培养物至所制备载 玻片上的小

洞中。将载玻片置湿室中 , 于 35℃培养 4h。阳性反应为在小
洞周围形成至少扩展约 1mm 的浅粉红色的晕圈。本试验金黄

色葡萄球菌为阳性。
4　金黄色葡萄球菌快速检测方法[ 5]

4.1　金黄色葡萄球菌鉴别培养基　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Baird

-Parker+RPF 培养基是在 BP 琼脂的基础上加上 RPF(兔血

浆),在此培养基上生长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菌落为黑色具半

透明光晕 , 由于培养基中已经含有兔血浆 , 因此 , 在此培养基
上生长的典型金黄色葡萄球菌不需要再做血浆凝固酶试验就

可确认。科玛嘉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显色培养基”也为同一类

产品。这解决了不少基层疾控中心在做血浆凝固酶试验时 ,

没有新鲜的兔血的不便。参考文献[ 10]表明新的快速检测方法
与国标法结果相符程度很高 ,结果基本可靠 ,具有以下几个优

点:①实验过程不需要新鲜兔血即可得到明确的结果 , 对基层
技术人员来说减少了检测金葡菌最难的一个环节;②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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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快 ,国标法一般需 48h , 而快速法只需 24h , 快速检测方法

具有快速 、简便 、准确等特点 ,值得推广应用。
4.2　3M 金黄色葡萄球菌快速测试片法　原理:该测试片由两

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基片 ,此检测片含
有改良的 Baird-Parker 营养物及一冷水可溶的胶体 ,第二部分

是热稳定核酸酶(Tnase)反应片 , 包含有 DNA , 甲苯胺蓝(tolui-
dine blue-O)及四唑指示剂(tetrazolium), 此指示剂有助于菌落

的计数及确定葡萄球菌热稳定核酸酶的存在。热稳定核酸酶
是一种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酵素产物 ,在高温下能维持稳定 , 热

稳定核酸酶的检测像凝固酶反应一样 , 是一种鉴定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方法。 ①在 PertrifilmRSA检测片上 , 热稳定核酸酶反

应看起来像是粉红色环带包围着一个红色或蓝色菌落。 ②仪
器设备和试剂 3M 金黄色葡萄球菌快速测试片法 , 细菌培养箱

(35℃, 62℃), 灭菌吸管 ,样品均质器。 ③操作方法和判断见参
考文献[ 5] 。

4.3　金黄色葡萄球菌乳胶凝集试验　作为免疫学方法之一 ,
乳胶凝集试验在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分析中 , 既可用作初

筛 ,同时也是确认方法之一。 这一类的产品也很多 , 除
AOAC995.12中的 Aureus TestTM 外还有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Slidex Staph-kit等。具体操作方法参见 AOAC995.12《从食品
中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乳胶凝集试验方法》 。

4.4　DNA探针技术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GEN-PROBE
系统 ,采用杂交保护分析法(HPA)研制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和

鉴定试剂盒 ,用于检测食品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需要 Leader

50i发光计量仪 ,具体方法参见文献[ 5] 。

5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是个世界性卫生问题 , 在美国由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引起的食物中毒占整个细菌性食物中

毒的 33%, 加拿大则更多 , 占 45%,我国每年发生的此类中毒

事件也非常多。葡萄球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WS/
T 80-1996)对食物中毒的实验诊断例出以下 4条标准:1、中毒

食品中检出肠毒素。 2 、从中毒食品 、患者吐泻物中经培养检
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 菌株经肠毒素检测证实在不同样品中检

出同一型别肠毒素。3 、从不同患者吐泻物中检出金黄色葡萄
球菌 , 其肠毒素为同一型别。 4、凡符合其中一项者即可判断

葡萄球菌食物中毒。由于金黄色葡萄球菌食物中毒系由于进
食含有肠毒素的食物 , 并非活菌所引起。 所以用灵敏 、快速 、

简易的方法检测肠毒素是我们研究的热点也是我们的难点。
5.1　肠毒素形成条件　存放温度 , 在 37℃内 , 温度越高 ,产毒

时间越短;存放地点 ,通风不良氧分压低易形成肠毒素;食物
种类 , 含蛋白质丰富 , 水分多 ,同时含一定量淀粉的食物 ,肠毒

素易生成。
5.2　肠毒素的性质　肠毒素可耐受 100℃煮沸 30min 而不被

破坏 ,它引起的食物中毒症状是呕吐和腹泻。
5.3　肠毒素的分型　金黄色葡萄球菌能产生数种引起急性胃

肠炎的蛋白质性肠毒素。根据其血清学特征的不同 , 目前已
发现肠毒素有A 、B 、C 、D、E、F、G 、H 、I和 J 等十个毒素血清型

型。其中 A 型的毒力最强 , 摄入 1ug 即能引起中毒 , 所以是引

起食物中毒最多的。而 C型又可分为 C1、C2 和 C3 三亚型。 所
有的肠毒素都是由单个无分支的多肽链所组成。溶于水和盐

溶液;它们不受胰蛋白酶的影响;对热较稳定 , 其耐热性比较
结果 B型大于 D型和 A型。 一株金葡菌产毒株能产生一型 、

两型以上的肠毒素(在混合型中 ,常以一型的肠毒素为主), 因
此 ,肠毒素的型别不能代表细菌的型别。

5.4　肠毒素与酶的关系　葡萄球菌的致病力取决于它所产生
的毒素和酶的能力 ,致病性菌株可产生肠毒素 、溶血毒素 、杀

白细胞素 、血浆凝固酶 、耐热 DNA酶等 , 其中肠毒素 、血浆凝固

酶和耐热 DNA酶有密切关系 , 能产生肠毒素的葡萄球菌在厌
氧条件下 , 发酵葡萄糖 ,可产生耐热的核酸内切酶。

T5.5　肠毒素引起的食物中毒的中毒机理及症状　中毒由摄
食菌体产生的肠毒素引起 , 毒素刺激中枢神经系统而引起中

毒反应 , 主要以呕吐和腹泻为主。 中毒的潜伏期短 ,病程通常
1～ 2d ,预后良好。

5.6　肠毒素检测的方法　(1)动物学试验　主要用幼猫和猴。
但是这种生物学试验 , 动物来源比较困难 , 个体差异也比较

大 , 所以受到一定的限制。 目前倾向于应用血清学方法检测
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2)血清学试验:原理-肠毒

素作为抗原 , 可以和特异性抗体发生结合性反应 , 产生可见沉
淀。方法主要有:(2.1)免疫琼脂扩散法:常用双向琼脂扩散检

测肠毒素 , 请参见 GB4789.10-94 中附录 A葡萄球菌肠毒素检

验。采用比较多 , 此法常用的有两类:一类是小管琼脂单扩散

试验 , 也称 Oudin 试验 , 主要用于对肠毒素的定量测定。二类
是平板琼脂扩散法 , 主要用于对肠毒素的鉴定和分型。(2.2)

反向间接血凝试验:测定原理是致敏血球与被检液的相应抗
原发生凝集反应即出现反向间接血凝现象。具体方法参见文

献[ 5] 。(2.3)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常用双抗体法 , 原理是
酶标抗体与肠毒素特异结合 , 加入底物后发生显色反应。操

作可参见文献[ 5] 。此法具有简便 、快速 、敏感 、特异的优点 , 可

直接从中毒中检测肠毒素 , 而不必经提取 、浓缩等繁杂手段。
(2.4)免疫荧光法;(2.5)放射免疫检测法(RIA);因此 ,研究掌

握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的提取 、纯化技术也应该是我们应
该提高的问题 , 如何简化提取肠毒素的步骤将大大提高检测

方法的准确度。(3)聚合酶链反应或多聚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 PCR), 又称无细胞克隆技术:用 PCR的方法检

测金葡菌的肠毒素 , 也正在研究阶段。(4)miniVIDAS:利用荧
光免疫的方法检测葡萄球菌肠毒素 ,在仪器上 45min 可以得到

结果。具体操作方法可参见其说明书 。miniVIDAS是生物梅里
埃公司生产的一种全自动免疫荧光酶标仪 , 在微生物检测中

主要是利用酶联免疫的原理对微生物或毒素等进行筛选检

测。按方法来分也可以归纳在血清学试验中 , 只是利用仪器
可以快速地检测出致病菌。

6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及其检测方法[ 17]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是引起医院感染的多
重耐药菌 , 其有效的治疗药物为万古霉素。近年来发现对万

古霉素耐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一旦对万古
霉素耐药 , 临床将面临无药可供选择的局面。 由于其所造成

治疗上的困难 , 对其耐药机制的深入研究和该菌准确 、及时的
检出对于寻找新的治疗靶位和防止其播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一 、MRSA 的耐药表达及其影响因素　(1)mecA 耐药决定
子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能与细胞膜上的青霉素结合蛋白

(PBP)结合 , 从而导致细菌的死亡。 而MRSA则产生一种新的

PBP , 即 PBP2a。 PBP2a与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的亲和力极低 ,

因此很少或不被 β -内酰胺类结合 ,从而产生了耐药。编码合
成 PBP2a 的基因称为mecA。(2)mecA 的调节基因;(3)染色体

的辅助基因对甲氧西林耐药水平的影响 4、其他影响表达的因
素:葡萄球菌(SA)的甲氧西林耐药性也受多种外界因素如温

度 、pH 、NaCl浓度 、二价金属离子 、湿度等影响 , 适当地降低温
度和增加 NaCl 浓度有利于甲氧西林耐药的表达。二 、MRSA

的检测方法:(一)表型检测法 1、纸片扩散法:此法简便 , 适合
于 MRSA的常规检测 , 但该法敏感性较低 , 尤其是低表达水平

的 MRSA , 可能漏检 MRSA。 2 、微量肉汤稀释法;3、琼脂稀释
法:此法的重复性较好 , 尤其适合于大批量标本 , 因一个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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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同时测定多株细菌。 4、琼脂筛选法:此法的特异性和灵

敏度优于以上 3 种方法 ,MRSA 的检出率可达 100%。 5、乳胶
凝集筛选试验:如以 PCR为对照 ,该方法特异性为 100%,敏感

性为98%,因此 , 此法简便 , 特异性强 , 有较高的敏感性 , 但该
胶乳试剂不易获得 ,限制了其应用。(二)基因检测法:此法具
有敏感 、特异 、快速 、结果客观的优点。 1、探针杂交法:此法能

一次检测大量标本 ,适合于大批量标本 , 缺点是可能存在放射
性污染 ,操作也较繁琐 、费时。 2、PCR法 有报道 mecA 基因不

仅仅MRSA 中有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CNS)也有。综上所述 ,MRSA耐药表达的影响因素较多 ,因此
直接检测mecA基因较表型检测更为快速 、准确 、客观。利用

分子生物学的杂交 、PCR等技术直接检测 mecA 基因往往成为

判断MRSA 的金标准。有报道称阴沟肠杆菌 B8 提取物对所有

葡萄球菌菌株尤其是MRSA 及MSSA 显示了很强的抑菌效果 ,
未发现没有抑菌环的葡萄球菌。但其作用机理尚不清楚 , 有

待一步研究。
7　金黄色葡萄球菌疫苗的研究进展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内 、外感染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 ,

其所致感染病死率高 、耐药严重 , 给治疗带来了极大困难。 疫
苗是预防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有效手段 , 现研究的疫苗主

要分为四大类: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全菌或部分菌体为疫苗 , 针
对荚膜和黏附因子的疫苗 、针对毒素和酶的疫苗和针对毒力

因子表达调控蛋白的疫苗。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金葡菌)疫
苗是预防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有效手段 , 可缓解抗生素应
用所致的选择性压力 ,大大延缓耐药菌的产生 , 且与抗生素有

协同作用 , 有望解决金葡菌感染这一棘手问题。 现将近年来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介绍。

7.1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全菌或部分菌体为疫苗　效果是活菌
苗的效果好于灭活菌苗。 此外由于金葡菌菌苗为全菌疫苗 ,
除保护性抗原外 ,还有很多不相关的和有毒的成分 , 毒副反应

较大 ,所以临床应用受限。
7.2 　针对荚膜和黏附因子的疫苗 　荚膜多糖(caspsular

polysaccharide , CP)共有 11种血清型 , 80%以上的金葡菌所产生
的CP为 CP5 和 CP8。接种的副反应多较轻 , 大多数在 2d 内消

失。黏附因子是金葡菌表面表达的一些特异性蛋白。
7.3　针对毒素和酶的疫苗　金葡菌肠毒素是引起食物中毒的
重要原因 , 可分为主要也分以下几种血清型 , 即 SEA、SEB、

SEC1、SEC2 、SEC3 、SED、SEE。 由 SEA 引起的食物中毒最多 ,
SEC 和 SED次之。以金葡菌所分泌的毒素和酶为疫苗虽有一

定的预防感染作用 ,但是金葡菌产生的毒素和酶的种类甚多 ,
且致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 , 故对此类疫苗的应用价值还无明

确定论 ,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7.4　针对毒力因子表达调控蛋白的疫苗　此种疫苗最大的缺
点是单用调控蛋白为疫苗是否可完全阻断感染的发生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 ,还有天然的调控蛋白的提取 、纯化十分困难 , 限
制了大规模的开发。

8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流行病学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 , 空气 、水 、灰尘及

人和动物的排泄物中都可找到。 作为人和动物的常见病原

菌 ,其主要存在于人和动物的鼻腔 、咽喉 、头发上 , 50%以上健
康人的皮肤上都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存在。因而 , 食品受其污

染的机会很多。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流行病学一般有如下特
点:季节分布 , 多见于春夏季;中毒食品种类多 , 如奶 、肉 、蛋 、

鱼及其制品。此外 , 剩饭 、油煎蛋 、糯米糕及凉粉等引起的中
毒事件也有报道。上呼吸道感染患者鼻腔带菌率 83%, 所以
人畜化脓性感染部位常成为污染源。一般说 , 金黄色葡萄球

菌可通过以下途径污染食品:食品加工人员 、炊事员或销售人

员带菌 , 造成食品污染;食品在加工前本身带菌 , 或在加工过
程中受到了污染 , 产生了肠毒素 , 引起食物中毒;熟食制品包

装不严 , 运输过程受到污染;奶牛患化脓性乳腺炎或禽畜局部
化脓时 , 对肉体其他部位的污染。
9　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的防治原则

9.1　防止食品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污染。
9.2　防止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和产毒。

9.3　食品的消毒和杀菌处理。
10　金黄色葡萄球菌研究的展望

随着金葡菌食物中毒的暴发 , 有效的检验方法的研究 , 将

有利于金葡菌快速的检出 , 但是金黄色葡萄球菌食物中毒系
进食含有肠毒素的食物 , 并非活菌所引起 ,所以用灵敏 、快速 、

简易的方法检测肠毒素是我们今后研究的热点也是我们的难

点。而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菌株的出现 , 成为临床抗生素治

疗的棘手问题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将促进在疫苗方面的大力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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