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 1021-3651 

 

 
 
 
 
 

臺灣北部地區海鮮食品腸炎弧菌之調查研究 

前  言 

腸炎弧菌為引起細菌性腸胃炎的主要致病菌之一，常發生於天氣和暖的月

份(1-2)，在沿海國家如台灣、日本、東南亞各國、英國、荷蘭及美國均為常見

的食品中毒致病菌(1,3-10)。腸炎弧菌所引起的食品中毒，最早於 1 950 年發生

於日本的Osaka 府，當時有 272 人吃了污染此病原菌的魚而發生集體中毒，

其中有 20 人因急性胃腸炎而導致死亡。至 1953 年始由日本學者Fujino等人

由患者糞便及煮熟的沙丁魚中分離出腸炎弧菌，1963 年Sakazaki 等人始命名

為Vibrio parahaemolyticus (11)。 

腸炎弧菌為一革蘭氏陰性菌，不能生成孢子，直線或彎曲形弧菌，具有單

極鞭毛，活動性強，具好鹽性(必需在高濃度食鹽環境中才能生長，1－8 ％鹽

度下可生長，而以 3 ％時長得最好)，最適合生長在 35℃ 到 37℃的環境下，

也可在 10℃到 44℃ 的環境下生長；在pH 值 5.0 以下和 11.0 以上，生長受到

抑制。常存在各地海洋，寄居於貝殼及魚類中(12,13)，若生長環境適宜，其病原

體數可在 12 到 18 分鐘內繁殖一倍(14)。腸炎弧菌多分布於近海河口水域及其

底泥、懸浮物、浮游生物及魚貝類中。在春、夏季時寄居於貝類及甲殼類的生

物體中，冬季則存活於海底沉澱物中，可經由沉澱物的再次飄浮而循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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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炎弧菌具有三種抗原：熱穩定的體抗原(somatio antigen )O抗原、熱不穩

定的莢膜抗原(capsular antigen ) K 抗原及鞭毛抗原(flagellar antigen ) H 抗

原。目前H 抗原的特異性不明確，故未被用於分型(typing )。現已知O 抗原與

K 抗原間有關連性，而且具有某一種K 抗原之菌株亦具有某一定的O 抗原，

因此實際上省略。抗原之分型，而只做K 抗原型別之判定(16)。目前已知有 13 

種。抗原及 65 種K 血清型。 

而引起臺灣地區食品中毒的腸炎弧菌以KS 型最多(17)。民國 84 年 10 月

13 日(星期五)臺北縣市七所國小所發生 2 , 175 人中毒的所謂〝黑色星期五食

品中毒〞事件係由K12 型腸炎弧菌所引起(18)。有時亦會同時感染多種血清型

之腸炎弧菌，如同年 10 月底嘉義縣布袋鎮大拜拜所發生之食品中毒即同時感

染KS 、K 19 、K21 、K29 、K41 等五種血清型之腸炎弧菌。 

在美國腸炎弧菌所引起的食品中毒多發生於 5－11 月，冬天較少發生中

毒，在日本亦多發生於 6－10 月，而 8－9 月特別多發。國內腸炎弧菌所引起

之食品中毒與美日兩國相似，亦集中於 5－11 月(15)。 

在美國所發生的案例中幾乎全為甲殼類食物(crustacean food )所致。至於

其他食品則多半是經由間接污染而引起，如受帶原的海鮮類或處理過海鮮類的

器皿所污染。如果烹調時處理過程不當，或生食被污染的海產，即會引起食品

中毒(19)。 

腸炎弧菌之致病性與一種會引起人類紅血球β溶血現象(β hemolysis ) 之

細胞外溶血素(hemolysin)有關，此溶血素為熱穩定之蛋白質分子。所謂神奈川

溶血現象(Kanagawa phenomenon ) ，即腸炎弧菌在含人或兔血之Wagatsuma 

agar 上會產生溶血。實驗顯示：當人們吃入 1010個神奈川溶血現象陰性的腸

炎弧菌時並不會發病，而只要食入 2x105－3xl07 個神奈川溶血現象陽性的腸

炎弧菌，則會引起下瀉。又由下瀉病人分離之 2 , 720 株腸炎弧菌中有 96 ％

為神奈川溶血現象陽性，但由海魚分離之 650 株腸炎弧菌卻只有 1 ％為神奈

川溶血現象陽性。由以上結果知道腸炎弧菌之致病性與溶血毒素有密切關係
(20)。 

Zen-Yoji 等人(21)認為經常處理或烹煮海鮮食品的人員吃海鮮的機會高於

常人，因而有可能成為腸炎弧菌的帶原者，且發病起伏不明顯。Zen-Yoj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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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檢查 200 位無腸炎症狀的做壽司廚師，在他們中的 1 4 ( 7 % )位體內發現有

腸炎弧菌的存在，這個比率是一般正常人檢出腸炎弧菌比率的 9 倍。此一發

現說明了腸炎弧菌有可能經由廚師傳染給食客(二次感染)。Peffers 等人(22)發

現：螃蟹即使連續煮 15 分鐘，其中心部位(蟹肉)的溫度僅有 63℃而已，故國

人於烹調時要特別注意。 

根據日本過去 25 年(1961－1984 )之統計，腸炎弧菌中毒死亡人數佔細菌

性死亡人數之 30 % ，而我國迄今尚未有死亡病例出現實屬大幸，但國人千萬

不能忽視，應提高警覺特別小心注意。 

民國 86 年國內食品中毒事件特別多，曾有一天發生 8 件食品中毒案件的

紀錄，至九月底已發生兩百件食品中毒案件，創歷年來的紀錄，尤其口蹄疫發

生後，民眾對豬肉產生抗拒，紛紛改食海產食品，故五月份所發生食品中毒案

件，除中山樓警衛之中毒事件為金黃色葡萄球菌所引起外，全部是因腸炎弧菌

所引起。在日本，因同為島國，海產食品攝食較多，腸炎弧菌所引起之食品中

毒案件亦佔病因物質已判明食品中毒事件一半以上，為夏季發生散發性下痢之

極重要原因菌。 

為瞭解市售水產海鮮食品受腸炎弧菌污染情形，乃採購基隆地區海鮮類食

品，進行腸炎弧菌污染情形之調查。又由於國內海鮮店常將生魚等海產養殖於

魚缸內以供顧客挑點，故亦採取魚缸內之養殖水一併檢驗。 
材料與方法 

一、海鮮食品 

於民國 86 年 8 月 6 日至臺灣北部基隆地區三個海鮮市場，包括正濱

海鮮批發市場、八斗子海鮮零售市場與和平島海鮮零售市場，採購各類海

鮮食品，包括蝦、蟳、蛤蜊及海瓜子等貝類，以及墨魚、透抽魚、皇帝魚、

鯊魚、旗魚、白帶魚、加納魚、黃柑及國光魚等。其中正濱海鮮批發市場

由於海鮮類食品均為冷凍狀態，只能以浸漬食鹽水之滅菌紗布，擦拭海鮮

食品之外表，然後放入 20mL 含 Polymyxin 之培養液中。食品檢體以冰藏

輸送，而放入含 polymyxin 之檢體則以常溫運送。 

二、菌株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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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魚貝類海鮮檢體約 509 放入含 4 ％食鹽蛋白腖水或鹼性蛋白陳水

中，置 37℃增菌培養 15－18 小時後，取 1－2 白金耳量培養液塗抹於選擇

性培養基TCBS( Thiosulfate--citrate --Bile salt Sucrose agar )平面上，分離培

養後再置 37℃培養 15－24 小時(23)。 
三、菌株鑑定 

觀察在TCBS 平面上之菌落，鉤取綠色菌落接種於含有 3 ％食鹽之TSI 
( Triple-Sugar -Iron agar )、LIA ( Lysine-Iron Agar )、SIM ( Sulfide-Indol - 
Motility medium )或LIM ( Lysine -Indol-Motility medium )培養基內，置 37℃

培養 18－24 小時，觀察其生化反應，在TSI 鑑別培養基上如蔗糖不分解(斜
面紅色)、葡萄糖分解(高層黃色)，不產生氣體、不生成硫化氫、Lysine ( + )、
Indol ( + )、運動性(+ )、oxidase ( + )時，將菌再接種於含有 0 ％、3 ％、8 
％及 10 % 食鹽之鹼性蛋白朋冰內，置 37℃培養 18－24 小時觀察其耐鹽

性，腸炎弧菌在含 6 ％及 8 ％食鹽之蛋白陳水中能發育，含O ％及 10 ％

食鹽之蛋白陳水中不發育，同時可用日本榮研社生產之套組Bio-test No 1 及

No 2 進行各種生化反應，再以電腦碼(code number )作弧菌屬之鑑定(23)。 
腸炎弧菌之耐熱性溶血毒檢查，可將菌株接種在含有 5 ％人或家兔紅

血球之平面培養基上，於 37℃培養 48 小時後，觀察是否有透明溶血現象

( Kanagawa phenomenon )產生，亦可用日本生研社出品之腸炎弧菌耐熱性溶

血毒檢查用逆相乳膠凝集反應法(KAP－RPLA )作定性及定量試驗，本研究

係使用日本生研社出品之腸炎弧菌耐熱性溶血毒檢查用逆相乳膠凝集反應

法(23)。 
四、血清型鑑定 

將接種在含有 3 ％食鹽TSI 培養基上之培養菌，加少量食鹽水做成濃

厚之抗原菌液，首先用腸炎弧菌抗K 血清在玻片上以多價抗血清作凝集反

應後，再用各該組之因子血清作凝集反應，以決定其K 血清型別(23)。 
結果與討論 
一、臺灣北部地區海鮮食品腸炎弧菌檢驗結果 

由於正濱海鮮批發市場之魚貨均為冷凍狀態，且不零售，故只能以塗抹方

式採樣。海鮮食品在冷凍狀態下，對腸炎弧菌除有抑菌作用外，亦有殺菌功能，

故在十七種樣品中只有三種樣品檢出無法分型之腸炎弧菌(表一)。由以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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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以腸炎弧菌言，採購冷凍狀態之海鮮要比原已冷凍而已解凍或只冷藏之

海鮮來得安全。 

在八斗子海鮮零售市場採購之十八種海鮮食品或水樣，有八種驗出受到腸

炎弧菌污染(表二)，比率高達 44 . 4 ％。以海鮮種類分，貝類之污染率( 6 3 . 6 

% )要比魚類高(14 . 3 % ) ，此結果與文獻值接近(19)。一般死亡之海鮮食品要

比活者污染率高。在養殖水中亦極易培養出腸炎弧菌。在八種受污染食品中，

培養出一種腸炎弧菌者有三件，培養出二種腸炎弧菌者有四件，最多可培養出

三種腸炎弧菌(一件)。 

在台灣方紹威等(24)也曾針對國內八個濱海縣市之零售市場抽查海鮮食

品，進行腸炎弧菌篩檢。結果顯示有 45 . 7 ％的海鮮食品遭到腸炎弧菌污染，

其中魚類檢出率為 40 . 0 % ，生魚片為 22 . 3 % ，甲殼類之蝦類和蟹類各為

44 . 4 ％與 47 . 8 ％。 

在和平島海鮮零售市場採購之六種海鮮食品或水樣，有四種驗出受到腸炎

弧菌污染(表三)，比率高達 66 . 7 ％。在四種受污染食品中，培養出一種及二

種腸炎弧菌者各有二件。 

二、臺灣北部地區海鮮食品腸炎弧菌型別分析 

將前述分離所得腸炎弧菌之血清型別加以分析(表四)，在 15 件樣品所分

離之 23 株腸炎弧菌中，有 12 株無法分型，分離出 K7 型者有 5 件，K42 型

2 件，K4 、K48 、K53 及 K54 各 1 件。 

三、臺灣北部地區食品中毒案件所分離腸炎弧菌血清型 

臺灣北部地區食品中毒案件所分離腸炎弧菌血清型自 1983 年l月至 1993

年 12 月底止，由北部地區集體食品中毒案件及各衛生醫療機構所採送之防疫

散發腹瀉患者檢體計 1,610 件中，檢出腸炎弧菌 786 件，血清型共有 42 種，

其中有 20 種血清型為 1983 年以後所檢出之新血清型，而K20、K28、K36、

K45 四種血清型曾經在 1983 年以前已被檢出，此後迄今未再出現。依檢出頻

率多寡排列，其檢出最多之前十種血清型分別為K8(36.8%)、K15(10.8%)、

K12(8.7%)、K56(7.9%)、K63(4.7%)、K4(4.2%)、K41(3.8%)、K7(2.9%)、K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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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K29(2.5%)。檢出月份分佈在全年，除－4 月及 11－12 月份較少發生外，各

月份均有不少案件發生，每年 5－10 月為腸炎弧菌中毒之最高峰(17)。 

將此次分離所得腸炎弧菌之血清型，與上述十年間由食品中毒案件所分離

腸炎弧菌出現頻率最多之十種血清型加以比較，K4 、K7 及 K54 為重複者。

1997 年食品中毒案件所分離腸炎弧菌出現頻率最多之 K6 型並未在海鮮食品

中檢出。 

四、世界各重要國家食品中毒原因菌之比較 

臺灣地區最近十年來各類病原菌引起食品中毒之案件數及病例數，以及其

所佔之百分比如表五所示。由表五知十年來不論是案件數或病例數均以腸炎弧

菌為最重要之食品中毒原因菌(25-27)。 

    為比較世界各重要國家食品中毒原因菌，特將美國、日本及本國各種

食品中毒原因菌，佔該國食品中毒之比率列示如表六。美國以沙門氏菌佔食品

中毒原因的第一位，日本及臺灣地區則均以腸炎弧菌最重要。 

五、日本腸炎弧菌所引起食品中毒案件分析 

同為島國的日本，其 1994－1995 年食品中毒狀況，包括總案例數、病例

數及死亡人數等示如表七，兩年之食品中毒案件均以腸炎弧菌最多，但病例數

則以沙門氏菌居冠。兩年內有七人因食品中毒死亡，其中五人死於生物毒，因

沙門氏菌及金黃色葡萄球菌死亡者各有一人(28)。 

日本 1994－1995 年較大腸炎弧菌食品中毒(10 人以上)案件之分析示如

表八。以 50 人以下之案件居多，佔 77 % , 50－100 人之案件佔 16 % , 100 人

以上者佔 7%(28)。 

六、腸炎弧菌所引起食品中毒之預防及治療 

由腸炎弧菌所引起食品中毒既然是臺灣地區最主要的食品中毒，如何預防

由腸炎弧菌所引起食品中毒當然非常重要，詳細預防方法以及治療方法請參考

文獻(29)。 

撰稿者：潘子明、王添貴、蔡金來［ 行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細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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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正濱海鮮批發市場所採購冷凍海鮮食品腸炎弧菌分離情形 

 
表二   八斗子海鮮零售市場所採購海鮮食品或水樣腸炎弧菌分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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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和平島海鮮零售市場所採購海鮮食品 

 
表四 臺灣北部地區海鮮食品 

 

表五  臺灣地區 1986－1995 年各類病原菌引起食品中毒之案件數及病例數 

 
   (資料來源· J Clin Microbiol , 35 · 1260-1262 ( 199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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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臺灣地區與美國日本引起食品中毒原因細菌之比較 

 
表七  日本 1994－1995 年食品中毒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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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日本 1994－1995 年較大腸炎弧菌食品中毒案件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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