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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份加等量多型混合肉毒抗毒诊断血清，混匀，37℃作用30min；1份加等量明胶磷
酸盐缓冲液，混匀，煮沸10min；1份加等量明胶磷酸盐缓冲液，混匀即可，不做其他处理。3份混合液
分别注射小白鼠各2只，每只0.5mL，观察4d，若注射诊断血清与煮沸加热的2份混合液的小白鼠均获保
护存活，而唯有注射未经其他处理的混合液的小白鼠以特有症状死亡，则可判定检样中有肉毒毒素存
在，必要时进行毒力测定及定型试验。 （3）毒力测定：取已判定含有肉毒毒素的检样离心上清液，
用明胶磷酸盐缓冲液做成50倍、500倍及5 000倍的稀释液，分别注射小白鼠各2只，每只0.5mL，观察4d
。根据动物死亡情况，计算检样中所含肉毒毒素的大体毒力（MLD／mL或MLD／g）。例如，5倍
、50倍及500倍稀释致动物全部死亡，而注射5 000倍稀释液的动物全部存活，则可大体判定检样上清液
所含毒素的毒力为1 000～10 000MLD／mL。 （4）定型试验：按毒力测定结果，用明胶磷酸盐缓冲液
将检样上清液稀释至所含毒素的毒力大体在10～1 000MLD／mL的范围，分别与各单型肉毒抗毒诊断
血清等量混匀，37℃作用30min，各注射小白鼠2只，每只0.5mL，观察4d。同时以明胶磷酸盐缓冲液代
替诊断血清，与稀释毒素液等量混合作为对照。能保护动物免于发病、死亡的诊断血清型即为检样所
含肉毒毒素的型别。 （5）结果分析：食物中发现毒素，表明未经充分的加热处理，可能引起肉毒中
毒。检出肉毒梭菌，但未检出肉毒毒素，不能证明此食物会引起肉毒中毒。肉毒中毒诊断必须以检出
食物中的肉毒毒素为准。 5.2 肉毒梭菌检出（增菌产毒培养试验） 肉毒梭菌检验方法的重点乃是产毒
及毒素的检出试验，如果要证实是否有肉毒梭菌存在，只要分离、培养、毒素鉴定即可。 取庖肉培养
基3支，煮沸10～15min做如下处理： 第1支急速冷却，接种检样均质液1～2mL；第2支冷却至60℃，接
种检样，继续于60℃保温10min后急速冷却；第3支接种检样，继续煮沸加热10min后急速冷却。 以上
接种物于30℃培养5d，若无生长，可再培养10d。培养到期，若有生长，取培养液离心，以其上清液进
行毒素检测试验，方法同5.1，阳性结果证明检样中有肉毒梭菌存在。 5.3分离培养选取经毒素检测试
验证实含有肉毒梭菌的前述增菌产毒培养物（必要时可重复一次适宜的加热处理）接种卵黄琼脂平板
，35℃厌氧培养48h。肉毒梭菌在卵黄琼脂平板上生长时，菌落及周围培养基表面覆盖特有的彩虹样（
或珍珠层样）薄层，但G型菌无此现象。 根据菌落形态及菌体形态挑取可疑菌落，接种庖肉培养基，
于30℃培养5d，进行毒素检测及培养特性检查确证试验。 （1）毒素检测：试验方法同5.1。 （2）培
养特性检查：接种卵黄琼脂平板，分成两份，分别在35℃的需氧和厌氧条件下培养48h，观察生长情况
及菌落形态。肉毒梭菌只有在厌氧条件下才能在卵黄琼脂平板上生长并形成具有上述特征的菌落，而
在需氧条件下则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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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东西到手了，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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