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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快速检测管联合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 

飞行时间质谱法鉴定即食食品中的 

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 

史  方 1, 李  轲 2*, 阴甜甜 3, 张莹莹 3, 张  璐 3, 唐慧骥 2 

(1. 安阳海关, 安阳 455000; 2. 郑州海关技术中心, 郑州  450003;  

3. 河南德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 450003) 

摘  要: 目的  建立基于致病菌快速检测管技术联合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法(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快速、高效、准确鉴定即时食品中

大肠埃希氏菌(Escherichia coli, E. coli) O157:H7 的方法。方法  选取改良胰蛋白胨大豆肉汤(modified tryptone 

soya broth, mTSB)为初筛培养基, 制作出针对即时食品中 E. coli O157:H7的致病菌快速检测管, 初筛阳性结果

采用 MALDI-TOF MS技术鉴定。结果  5 株常见 E. coli O157:H7 菌株均能特异检出, 而其他非 E. coli O157:H7

均未检出, 灵敏度可达 51 CFU/mL; 通过对人工污染样品和自然样品检测, 鉴定结果和 GB 4789.36—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NM 检验》方法完全一致, 且检测效率提高了

30%。结论  两种技术联合应用建立的鉴定即时食品中 E. coli O157:H7 的新方法, 操作简便、成本低廉, 适合

推广, 为快速、准确鉴定即时食品中 E. coli O157:H7 打开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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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O157:H7 in ready-to-eat food by rapid 
detection tube of pathogenic bacteria combined with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SHI Fang1, LI Ke2*,YIN Tian-Tian3, ZHANG Ying-Ying3, ZHANG Lu3, TANG Hui-Ji2 

(1. Anyang Customs, Anyang 455000, China; 2. Technical Center of Zhengzhou Customs District, Zhengzhou 450003, 
China; 3. Henan Deshi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Co., Ltd.,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rapid, efficient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E. coli) O157:H7 in ready-to-eat food based on the rapid detection tube of pathogenic bacteria combined with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Methods  Modified 

tryptone soya broth (mTSB) was selected as the primary screening medium to prepare E coli O157:H7 rapid detection 

tube for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the positive result of preliminary screening was identified by MALDI-TOF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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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Results  Five common E coli O157:H7 strain could be specifically detected, while other non-E. coli 

O157:H7 were not detected, with a sensitivity of 51 CFU/mL. Through the detection of artificially contaminated 

samples and natural samples,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were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methods of GB 

4789.36—2016 National standard for food safety-food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Escherichia coli O157:H7/NM 

examination, and the detection efficiency had been improved by 30%. Conclusion  The new metho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E. coli O157:H7 in ready-to-eat food established by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he two techniques 

is simple, inexpensive and suitable for dissemination, and opens up new ideas for the rapid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E. coli O157:H7 in ready-to-eat food. 

KEY WORDS: ready-to-eat food; rapid detection tube of pathogenic bacteria;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Escherichia coli O157:H7 
 
 

0  引  言 

即食食品(ready-to-eat food, RTE), 是指简单加工处

理、打开包装(或散装)可直接入口食用或简单冲调、加调

料、佐料后即可食用的一类食品[1‒2]。随着人们生活节奏

的加快、生活方式的改变, 即时食品应运而生, 随即消费

席卷全球。由于配料繁多、种类丰富、生产加工工艺复

杂、销售渠道不一等原因, 更加大了食品卫生安全控制难

度 [3]。目前 , 全球范围内 , 沙门氏菌、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

的 3 大食源性致病菌[4‒6]。据食品伙伴网讯, 仅 2021 年, 全

球贸易因大肠杆菌 O157:H7 污染即食食品被召回事件达

10 起之多, 涉及的即食食品主要包括冰点心、奶酪产品、

香肠、猪肉盖浇饭、牛肉切片、发酵乳、黄油产品、阿尔

卑斯雪糕糖、大麦嫩芽粉、芝士猪排等, 涉及国家大多是

和我国跨境贸易往来密切的东南亚、北美洲国家, 对此, 

我国国门生物安全多次提示高度预警。 

大肠埃希氏菌(Escherichia coli, E. coli) O157:H7 是肠

出血性大肠杆菌(enterohemorrhagic E. coli, EHEC)主要血

清型之一[7‒8], 耐低温, 能在冰箱内长期生存, 在自然界的

水中可存活数周至数月[9‒10], 能引起人的出血性腹泻和肠

炎[11‒12], 并发症的死亡率高达 30%[13]。近年, 即食食品 3 大

食源性致病菌污染问题已引起食品安全专家高度关注, 在

我国, 香港地区 2014 年颁布了《香港微生物含量指引》[14], 

该指引对大部分即食食品的微生物限量进行了规定; 2021

年发布的 GB 31607—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对散装即食食品的致病菌指标进行

了规定。因此开发即时食品致病菌快速检测技术已成为行

业内研究热点。 

目前致病菌快速检测管是食品致病菌快速检测技术

中一种较为新颖的检测手段, 致病菌快速检测管分为上部

孵育区和底部检测区, 孵育区有特异性增菌培养基, 检测

区安装有二氧化碳传感器[15]。孵育区加入样本后, 将检测

管放入设定好温度的恒温箱中, 一定时间内, 若目标微生

物在检测管内生长产生 CO2, 引起 CO2 传感器颜色改变, 

则目标微生物存在[16‒17]。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法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高

分辨检测技术, 该技术已成为检测、鉴定病原菌的强有力

工具[18‒19]。其原理是菌体样本与基质形成共结晶薄膜, 经

过一定强度的激光照射, 基质从激光中吸收能量, 基质-菌

体样本之间发生电荷转移导致样本分子电离, 电离的样本

分子在电场作用下加速穿过飞行管道被检测器捕捉并采集

数据, 分子量不同到达检测器的飞行时间不同, 从而生成

不同的蛋白谱图, 通过系统软件对这些谱图进行处理并和

数据库中各种已知微生物的标准图谱进行比对, 从而完成

对病原菌的鉴定 [20‒21]。MALDI-TOF MS 的准确度高达

0.1%~0.01%, 远远高于目前常规应用的十二烷基硫酸钠

(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电泳、高效凝胶色谱技术等致

病菌终端鉴定手段[22‒23]。尤其是近年通过业内研究人员共

同努力, MALDI-TOF MS 技术所依赖的核心数据库联网共

享且不断更新完善, 极大地提高了鉴定效率及地域兼容性。 

目前 MALDI-TOF MS 技术已成熟应用于临床、食品、

纺织品等领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 MALDI-TOF MS 技术

价值不断被探索、拓展, 部分集成创新方法已被开发利用, 

如刘单单等 [24]联合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技术与 MALDI-TOF MS 技

术建立的新方法鉴定食品中的沙门氏菌; 李轲等[25]利用实

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技

术联合 MALDI-TOF MS 技术建立的新方法鉴定纺织品中

白 假 丝 酵 母 菌 等 。 但 致 病 菌 快 速 检 测 管 技 术 联 合

MALDI-TOF MS 技术鉴定即时食品中致病菌鲜有报道。 

检测管技术主要核心是选择性培养基, 目前市场上选择

性培养基在优化技术上达不到对单一致病菌进行精准选择, 

因此单独利用检测管技术仅是一种初筛手段。为达到快速对

致病菌进行精准鉴定目的, 本研究选取改良胰蛋白胨大豆肉

汤(modified tryptone soya broth, mTSB)为初筛培养基, 结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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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快速检测管选择性初筛, 结合 MALDI-TOF MS 技术, 研

发出一种检测即食食品中 E. coli O157:H7 快速检测方法, 以

期为食品安全监测、溯源、鉴定提供了新思路, 能满足消费

者和监管机构对食品质量与安全的要求。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菌株 

E. coli O157:H7 (E-1)、E. coli O157:H7 (E-2)(郑州海

关技术中心保存); E. coli O157:H7 (ATCC 700728)、E. coli 

O157:H7 (NCTC 12900)、E. coli O157:H7 (CICC 21530)、

单增李斯特菌(CICC 21633)、副溶血性弧菌(ATCC 10782)、

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29213)、沙门氏菌(CICC 21493)、

铜绿假单胞菌(ATCC 27853)。 

1.2  主要试剂及仪器 

mTSB、改良 EC 肉汤(mEC+n)、EC 肉汤、营养肉汤、

改良山梨醇麦康凯琼脂(modified sorbi tol macconkey agar, 

CT-SMAC)(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腈、三氟乙酸

(色谱纯, 美国 Sigma 公司); Biotyper 系统专用的标准品

(bacterial test standard, BTS)、Biotyper 系统专用基质 α-氰基

-4-羟基肉桂酸(α-cyano-4-hydroxycinnamic acid, HCCA)(德国

布鲁克公司)。 

致病菌快速检测管[检测区域内含有酚红指示剂, 纽

勤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Masticator 拍击式均质器(西

班牙 IUL公司); ME203电子天平[精度 0.01 g, 梅特勒-托利

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INE500 恒温培养箱(德国美墨尔

特公司 ); 1379 生物安全柜 ( 美国赛默飞公司 ); IKA 

VORTEX GENIUS3 涡旋振荡器(德国 IKA 公司); Sigma 

3K15 离心机(美国Sigma公司); BD Biotyper基质辅助激光

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德国布鲁克公司)。 

1.3  致病菌快速检测管检测 

mTSB 肉汤培养基 0.105 MPa 压力下, 121℃时, 灭菌

30 min, 分别分装均质袋和致病菌快速检测管中, 每袋 225 mL, 

每瓶 5 mL。无菌称取样本 25 g, 加入含有 225 mL mTSB

肉汤的均质袋中, 拍击氏均质器上拍击 1 min; 移取均质后

的样本 0.1 mL 加入含有 5 mL mTSB 肉汤检测管内, 具塞

密封。(36±1)℃增菌培养 22 h。增菌后若测试管检测区颜

色变化, 则挑取同一样品均质袋内增菌液划线接种改良山

梨醇麦康凯琼脂平板, 36℃培养 22 h, 有可疑菌落长出, 则

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 

1.4  MALDI-TOF MS 鉴定 

1.4.1  点  靶 

挑取改良山梨醇麦康凯琼脂平板上单个菌落, 按实

验布控顺序均匀涂抹于 MALDI 靶板圆形测试点位内, 室

温下晾干; 用标准溶剂溶解基质 HCCA, 涡旋振荡混匀, 

2000 r/min 瞬时离心; 在上述样本点位上覆盖 1 μL HCCA

溶液, 室温下晾干。 

1.4.2  数据采集及匹配性分析 

晾干的靶板放入仪器, 打开 Flex Control3.4 软件采集

蛋白峰数据信息(实验前用 BST 标准品进行仪器质量校准), 

设定参数: 355 nm 波长, 最大频率 60 Hz, 正线性模式, 采

集图谱质量范围 2000~20000 Da, 单次操作激光轰击点数

100 次, 加速电压 20 kV, 提取电压 18.6 kV, 聚焦电压为

6.5 kV, 提取延迟时间为 150 ns。数据采集完毕 , 打开

MALDI Biotyper 3.1 软件, 导入采集到的蛋白峰信息, 进

行匹配性分析。 

1.5  实验菌液制备 

取 1.1 各实验菌株, 营养肉汤增菌培养, 各取 1 mL 培养

物稀释至 108; 另各取 1 mL 培养物混合制成混合菌液, 取混

合菌液 1 mL 稀释至 108, 保存以上各稀释度菌液实验备用。 

1.6  特异性培养基选择 

mTSB 肉汤培养基、mEC+n 肉汤培养基、EC 肉汤培养

基高压灭菌后分装致病菌快速检测管, 每管 5 mL, 每种培养

基分装 21 瓶。每种培养基接种 3 种代表实验菌株[大肠杆菌

O157:H7 (ATCC 700728)、沙门氏菌(CICC 21493)、金黄色葡

萄球菌(ATCC29213)]各 7 个稀释度菌液, 36℃增菌培养 22 h。 

1.7  特异性(p-)验证 

取 1.5 中各实验菌株 104 稀释度菌液 0.1 mL 接种到含

有 mTSB 肉汤培养基的检测管, 每种实验菌株接种 10 管; 

同时移取 25 mL 各实验菌株 104 稀释度菌液接种含有

mTSB 肉汤均质袋内增菌培养, 培养物划线接种改良山梨

醇麦康凯琼脂平板 , 36℃培养 22 h, 并按照 1.4 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 

1.8  灵敏度(p+)验证 

取 1.5 增菌后的 E. coli O157:H7 菌液各 10 mL 制成混

合菌液, 取混合菌液 1 mL 稀释至 108, 各取 106、107、108

稀释度 1 mL 菌液涂布接种至改良山梨醇麦康凯琼脂平板, 

36℃需氧培养 22 h 后计数菌落数, 计算出每个稀释度的细

菌浓度。取 102、103、104、105、106、107、108 稀释度菌

液各 0.1 mL 加入含有 5 mL mTSB 肉汤检测管内, 具塞密

封, 进行培养验证灵敏度, 每个稀释度 3 次平行实验; 同

时移取 25 mL 混合菌液 102、103、104、105、106、107、108

稀释度菌液接种含有 mTSB 肉汤均质袋内增菌培养, 培养

物划线接种改良山梨醇麦康凯琼脂平板, 36℃培养 22 h, 

并按照 1.4 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 

1.9  稳定性验证 

1.9.1  样品制作 

随机市购 150 份不同来源、不同种类的即食食品, 依

据 GB 4789.3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

中
国
仪
器
仪
表
学
会



256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4 卷 
 
 
 
 
 

 

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NM 检验》检测大肠埃希氏

菌 O157:H7, 23 份样品检出 E. coli O157:H7。余下 127 份

E. coli O157:H7 阴性的样品, 按 GB 4789.36—2016 制样, 

取 1.8 中 105 稀释度混合菌液, 分别加入制作好的样品中, 

每个样品 1 mL, 混匀隔夜放置。 

1.9.2  人工污染样品验证 

对 127 份人工污染样品按上述致病菌快速检测管检

测和 MALDI-TOF MS 鉴定, 同时用 GB 4789.36—2016 第

5 节平行检测。 

1.9.3  自然样品验证 

对 23 份自然污染阳性的样品按上述方法进行致病菌

快速检测管检测和 MALDI-TOF MS 鉴定。 

1.10  数据处理 

采集到的蛋白峰信息导入 MALDI Biotyper 3.1 软件

进行匹配性分析, 特异性、灵敏性、稳定性验证数据导入

Flex Analysis 3.4 软件进行质谱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特异培养基的选择 

根据 E. coli O157:H7 生理特性, 选用 mTSB 肉汤、

mEC+n 肉汤、EC 肉汤, 对 1.5 中 E. coli O157:H7 (ATCC 

700728) 、沙门氏菌 (CICC 21493)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9213)菌液进行增菌培养, 结果见表 1, EC 肉汤配

制过程中未加入抗生素, 依赖营养素直接选择, 选择能力

较弱, mTSB、mEC+n 选择能力差别不大, 对沙门氏菌抑制

作用明显,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几乎完全抑制。综合成本

比较本研究选择 mTSB 作为增菌培养基。 

 
表 1  3 种培养基中实验菌株生长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rowth of experimental strains in 3 kinds of culture media 

增菌液 菌株名称 
菌液稀释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mTSB 

E. coli O157:H7 (ATCC 700728) +++ +++ +++ +++ +++ ++ ++ 

沙门氏菌(CICC 21493)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9213) + - - - - - - 

mEC+n 

E. coli O157:H7 (ATCC 700728) +++ +++ +++ +++ +++ +++ ++ 

沙门氏菌(CICC 21493)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9213) + - - - - - - 

EC 

E. coli O157:H7 (ATCC 700728) +++ +++ +++ +++ +++ ++ + 

沙门氏菌(CICC 21493) +++ +++ ++ ++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9213) + + + - - - - 

注: +++表示生长良好, ++表示一般生长, +表示生长, -表示不生长。 

 

2.2  特异性结果分析 

2.2.1  检测管特异性结果分析 

各实验菌株菌液接种含有 mTSB 培养基的致病菌快速检

测管, 培养后肉眼观察, 接种 E. coli O157:H7 的检测管下部检

测区域全部变黄色, 接种沙门氏菌有 1 管变黄色, 2 管变浅黄

色, 接种绿脓杆菌的有 1 管变黄色, 其余检测管均未有颜色

改变。计算 p-=96%, 假阳性率为 4%, 参照 SN/T 3266—2012

《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确认技术规范》, 定性方法性能指标

p-≥90.4%, 符合微生物定性检测方法技术指标要求。 

2.2.2  MALDI-TOF MS 特异性结果分析 

经培养后改良山梨醇麦康凯琼脂平板上 E. coli 

O157:H7 生长良好, 大多革兰氏阴性菌生长受到抑制, 副

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完全被抑制; 挑选出所有有

菌落生长的平板, 进行 MALDI-TOF MS 鉴定, 分析出不同

质谱谱峰, 成功得出 E. coli O157:H7 特征谱图(图 1、图 2), 

整体鉴定结果和预期结果 100%符合, 如表 2, MALDI-TOF 

MS 特异鉴定图谱见图 3。 

 
 

图 1  E. coli O157:H7 经 MALDI-TOF MS 鉴定的蛋白图谱 

Fig.1  E. coli O157: H7 protein profile identified by MALDI-TOF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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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 coli O157:H7 的 MALDI-TOF MS 蛋白图谱匹配性分析 

Fig.2  Matching analysis results of protein profile of E. coli 
O157:H7 by identificing MALDI-TOF MS 

2.3  灵敏度(p+)结果分析 

混合菌液各浓度接种改良山梨醇麦康凯琼脂平板培养

后计数, 107平板计数结果为 51 CFU/mL, 依次推断 102、103、

104、105、106、107、108 倍稀释度计数结果理论值分别为

5.1×106、5.1×105、5.1×104、5.1×103、5.1×102、51、5.1 CFU/mL, 

接种检测管培养后, 当菌液浓度为 5.1 CFU/mL 时, 检测区

颜色变化不明显; 同样, 改良山梨醇麦康凯琼脂平板经培

养后 108 稀释度菌液接种后未有菌落长出, 其余稀释度对

应平板均有可疑菌落生长, MALDI-TOF MS 鉴定结果如图

4。因此本研究灵敏度约为 51 CFU/mL。 

2.4  重复性结果分析 

2.4.1  人工污染样品验证结果 

127 份不同来源、不同配料的 RTE 样本, 人工污染后

进行检测管初筛和 MALDI-TOF MS 鉴定 , 同时用 GB 

4789.36—2016 第 5 节平行检测。结果检测管全部阳性, 

MALDI-TOF MS 鉴定也全部阳性, 如图 5, 结果和 GB 

4789.36—2016 第 5 节检测 100%相符。 
 

表 2  MALDI-TOF MS 鉴定情况 
Table 2  MALDI-TOF MS identification 

实验菌株 编号 菌液稀释倍数 
改良山梨醇麦康凯琼脂平板上菌

落生长情况 
MALDI-TOF MS 鉴定情况 

E. coli O157:H7 ATCC 700728 104 无色透明菌落, 褐色中心 E. coli O157: H7 

E. coli O157:H7 NCTC 12900 104 无色透明菌落, 褐色中心 E. coli O157:H7 

E. coli O157:H7 CICC 21530 104 无色透明菌落, 褐色中心 E. coli O157:H7 

E. coli O157:H7 E-1 104 无色透明菌落, 褐色中心 E. coli O157:H7 

E. coli O157:H7 E-2 104 无色透明菌落, 褐色中心 E. coli O157:H7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CICC 21633 104 少量浅白色小菌落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副溶血性弧菌 ATCC 10782 104 未生长 /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 29213 104 未生长 / 

沙门氏菌 CICC 21493 104 菌落较大, 呈玫瑰红色 沙门氏菌 

绿脓杆菌 ATCC 27853 104 少量无色大菌落 绿脓杆菌 

注: /表示未检出。 
 

 
 

图 3  MALDI-TOF MS 鉴定图谱 

Fig.3  MALDI-TOF MS identification spect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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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续)  MALDI-TOF MS 鉴定图谱 

Fig.3  MALDI-TOF MS identification spectrums 

 

 
 
 

图 4  各稀释度 MALDI-TOF MS 鉴定图谱 

Fig.4  MALDI-TOF MS identification spectrums of each dilution 

 
 
 

图 5  人工污染样本 MALDI-TOF MS 鉴定图谱 

Fig.5  MALDI-TOF MS identification spectrums of artificially 
contaminated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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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自然样品验证结果 

对 23 份检测 E. coli O157:H7 为阳性的自然污染样品

接种检测管, 培养后结果全部阳性; 分离后 MALDI-TOF 

MS 鉴定结果均为阳性(图 6), 与 GB 4789.36—2016 第 5 节

检测完全一致, 检测效率提高了 30%。 

 

 
 

图 6  自然样品 MALDI-TOF MS 鉴定图谱 

Fig.6  MALDI-TOF MS identification spectrums of natural samples 

 

3  讨  论 

本研究选取 mTSB 肉汤作为选择性初筛培养基 , 

mTSB 中的新生霉素能对革兰氏阳性球菌有很强的抗菌作

用, 对变形杆菌也有很强的杀伤作用, 起到有效的初步选

择作用; 新生霉素具左旋性, 含有两个羧基, 因此可以制

成新生霉素中性盐溶液, 比较稳定, 其盐溶液的抗菌作用

和新生霉素相同且不经过肾脏代谢, 毒副作用比较小, 因

此使用过程中能减少对操作者的危害。另外本研究选用

mTSB 中的新生霉素和检测管检测感应器使用的有机硅材

料及酚红指示剂, 对准确度和灵敏度有一定的贡献。 

MALDI-TOF MS 技术是一种基于强大数据库的软电

离生物质谱技术[26], 具有简单、快速、准确、灵敏等特点, 

已经成熟应用病原菌鉴定, 现已被公认为致病菌快速鉴定

的里程碑[27]。尽管 MALDI-TOFMS 谱库强大, 但因其分型

和传统血清学分型原理不同, 因此两种方法所得结果没有

一一对应关系[28‒30]。因此本研究选用实验室自建数据库对

E. coli O157:H7 进行了精准鉴定, 自建数据库标准谱图大

部分来自本实验室多年收集的 E. coli O157:H7 分离菌株, 

地域包容性非常强大, 因此标准谱图不够整齐划一(图 4)。

后续研究可考虑对自建数据库继续扩大的同时进行多平台

验证, 申报提交总库推广应用, 以期补充 MALDI-TOF MS

自带谱库, 提高对 E. coli O157:H7 的分型鉴定能力。 

4  结  论 

本研究在基于选定选择性鉴别培养基培养的基础上, 

应用致病菌快速检测管联合 MALDI-TOF MS 技术, 创新

建立了一种快速、高效、准确鉴定即时食品中 E. coli 

O157:H7 的新方法, 经验证灵敏度可达 51 CFU/mL, 通过

对人工污染样品和自然样品检测, 通过 MALDI-TOF MS

技术鉴定后, 成功剔除了致病菌快速检测管检测假阳性结

果, 结果和标准方法结果 100%符合。该方法采用两种成熟

应用的技术相结合, 较标准方法成本低廉, 操作简便, 适

于推广应用, 为快速、准确鉴定即时食品中 E. coli O157:H7

打开了新思路, 为食品安全预警、口岸执法把关等方面提

供了一种强有力的鉴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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