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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的附录、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杭州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晓虹、韩伟、李志勇、倪晓平。

本标准是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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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食品中香港海鸥菌检测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食品中香港海鸥菌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淡水鱼中香港海鸥菌的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７４０３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食品分子生物学检测

ＧＢ／Ｔ２７４０５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食品微生物检测

ＳＮ／Ｔ１５３８．１　培养基制备指南　第１部分：实验室培养基制备质量保证通则

ＳＮ／Ｔ１５３８．２　培养基制备指南　第２部分：培养基性能测试实用指南

３　定义和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香港海鸥菌　犔犪狉犻犫犪犮狋犲狉犺狅狀犵犽狅狀犵犲狀狊犻狊，犔犎

香港海鸥菌（犔犪狉犻犫犪犮狋犲狉犺狅狀犵犽狅狀犵犲狀狊犻狊，ＬＨ），为变形菌门（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β变形菌纲（Ｂｅｔａｐｒｏ

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奈瑟菌科（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ｃｅａｅ）的一个新属。呈海鸥形或螺旋形杆状，兼性厌氧，不产芽孢，大小

直径在０．５ｍｍ～１ｍｍ之间的革兰氏阴性细菌。

４　设备和材料

４．１　恒温培养箱：３６℃±１℃。

４．２　吸管：１ｍＬ、５ｍＬ和１０ｍＬ，分刻度０．１ｍＬ。

４．３　接种环：直径３ｍｍ。

４．４　天平：感量０．１ｇ。

４．５　全自动细菌鉴定系统（ＶＩＴＥＫ或同类仪器）。

４．６　灭菌平皿：皿底直径９ｃｍ。

４．７　浊度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或同类仪器。

４．８　ＰＣＲ扩增仪。

４．９　台式离心机：最高离心力１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４．１０　恒温水浴锅：３６℃±１℃。

４．１１　均质器。

４．１２　微量可调移液器。１μＬ～１０μＬ，１００μＬ，２００μＬ，１０００μＬ。

４．１３　旋涡振荡器。

４．１４　电泳仪。

４．１５　凝胶成像分析系统。

４．１６　微波炉。

５　培养基和试剂

除另有规定外，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验用水和培养基配制应符合ＧＢ／Ｔ２７４０５和ＧＢ／Ｔ２７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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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５．１　肠道菌增菌肉汤（ＥＥ肉汤）：见附录第Ａ．２章。

５．２　头孢哌酮麦康凯（ＣＭＡ）琼脂：见附录第Ａ．３章。

５．３　三糖铁琼脂（ＴＳＩ）：见附录第Ａ．４章。

５．４　胰化大豆胨蛋白胨肉汤（ＴＳＢ）：见附录第Ａ．５章。

５．５　绵羊头孢哌酮血平板：见附录第Ａ．６章。

５．６　２×犜犪狇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０．１Ｕ犜犪狇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μＬ、５００μｍｏｌ／ＬｄＮＴＰｅａｃｈ、２０ｍｏｌ／ＬＴｒｉｓ

ＨＣｌ（ｐＨ８．３）、１００ｍｏｌ／ＬＫＣｌ、３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

５．７　ＰＣＲ引物见表１。

表１　香港海鸥菌引物序列及扩增片段长度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５’３’） 扩增片段大小／ｂｐ

Ｐ２Ｆａ ＴＴＧＡＧＧＧＴＧＣＣＣＧＡＡＡＧＧＧＡ ４２４

Ｐ２Ｒｂ ＣＴＡＣＣＣＡＣＴＴＣＴＧＧＣＧＧＡＴＴ

５．８　琼脂糖（电泳级）。

５．９　溴化乙锭。

５．１０　ＤＮＡ抽提试剂盒。

５．１１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５．１２　常用生化试剂。

５．１３　ＴＡＥ电泳储备液（５０×）：见附录第Ａ．７章。

５．１４　ＡＰＩ２０ＮＥ生化鉴定试剂盒或类似产品。

注：ＡＰＩ２０ＮＥ是由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提供的产品的商品名。给出这一信息是为了方便本标准的使用者，并不表

示对该产品的认可。如果其他等效产品具有相同的效果，则可使用这些等效产品。

６　检验程序

香港海鸥菌检验程序见图１。

图１　香港海鸥菌的检测程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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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检验步骤

７．１　样品处理

冷冻样品应在４５℃以下不超过１５ｍｉｎ或在２℃～５℃不超过１８ｈ解冻。若不能及时检验，应放

于－１５℃左右保存；非冷冻而易腐的样品应尽可能及时检验。若不能及时检验，应置于０℃～４℃冰

箱保存，在２４ｈ内检验。

７．２　样品制备

无菌操作，取鱼体不同部位５００ｇ充分均质混匀，放于灭菌容器内，加封标记后０℃～４℃或－１５℃以

下冷冻保存备用。

７．３　增菌

无菌操作取７．１制得的样品２５ｇ放入盛有２２５ｍＬＥＥ增菌肉汤的５００ｍＬ灭菌广口瓶内，３６℃±

１℃培养１８ｈ～２４ｈ。对于经过冷冻处理的样品，可以用ＴＳＢ肉汤经３６℃±１℃培养４ｈ～６ｈ后，按

照１∶１０接种ＥＥ肉汤３６℃±１℃培养１８ｈ～２４ｈ后备用。

７．４　分离

用接种环挑取一环增菌液，接种于１６ｍｇ／ＬＣＭＡ和绵羊血平板，３６℃±１℃培养１８ｈ～２４ｈ。挑

取３个～５个革兰氏染色阴性，在绵羊血琼脂平板上不发生溶血反应，在ＣＭＡ培养基上呈无色、透明、

扁平状，边缘光滑整齐，直径在０．５ｍｍ～１ｍｍ之间的微小疑似单菌落，进行氧化酶、过氧化氢酶和三

糖铁初筛实验。筛选结果不符合表１判断标准按照８．１报告结果；阳性结果菌落纯化后，按下面的方法

进行确证试验。

７．５　鉴定

７．５．１　生化实验

挑取７．４筛选阳性的可疑香港海鸥菌纯菌落，按表２进行生化实验，３７℃培养１８ｈ～２４ｈ。

表２　香港海鸥菌主要生化特征

鉴定程序 生化项目 结果判断

初筛

氧化酶

过氧化氢酶

＋

＋

三糖铁（ＴＳＩ）

　　斜面

　　底层

　　Ｈ２Ｓ

－（不变色）

－（不变色）

－

生化鉴别

精氨酸双水解酶（ＡＤＨ） ＋

脲酶（ＵＲＥ） ＋

硝酸盐还原（ＮＯ３） ＋

β半乳糖苷（βＧＡＬ） －

赖氨酸脱羧酶（ＬＤＣ） －

鸟氨酸脱羧酶（ＯＤＣ） －

七叶苷（ＥＳＣ） －

吲哚实验（ＩＮＤ） －

明胶（ＧＥＬ） －

葡萄糖发酵（ＧＬＵ） －

山梨醇（ＳＯＲ） －

Ｌ阿拉伯糖（ＬＡＲＡ） －

甘露醇（ＭＡＮ） －

蔗糖（ＳＡＣ）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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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鉴定程序 生化项目 结果判断

生化鉴别

鼠李糖（ＲＨＡ） －

麦芽糖（ＭＡＬ） －

葡萄糖酸盐（ＧＮＴ） －

癸酸（ＣＡＰ） ＋

己二酸（ＡＤＩ） ＋

苹果酸（ＭＬＴ） ＋

柠檬酸钠（ＣＩＴ） －

苯乙酸（ＰＡＣ） －

１％氯化钠胰胨水 ＋

２％氯化钠胰胨水 ＋

３％氯化钠胰胨水 －

７．５．２　犘犆犚检测

７．５．２．１　犘犆犚模板的制备

挑取经生化实验初筛为阳性的可疑纯菌落混于１００μＬ蒸馏水中，振荡混匀，１００℃煮沸５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取上清液作为模板。

７．５．２．２　犘犆犚反应体系和条件

反应体系体积为５０μＬ：１０μｍｏｌ／Ｌ引物各２．５μＬ；２×犜犪狇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２５μＬ；模板ＤＮＡ

２μＬ；ｄｄＨ２Ｏ补足５０μＬ。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５５℃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

１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５ｍｉｎ，４℃保存反应产物。

７．５．２．３　犘犆犚质控对照

每次进行ＰＣＲ检测时均需要设置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和空白对照。其中，用香港海鸥菌标准阳性

菌株提取的ＤＮＡ作阳性对照。用非香港海鸥菌的淡水鱼致病菌标准菌株提取的ＤＮＡ作阴性对照。

用灭菌双蒸水替代模板作空白对照。

７．５．２．４　犘犆犚扩增产物电泳检测

取１．５ｇ琼脂糖于１００ｍＬ电泳缓冲液中加热，充分融化，加入溴化乙锭，使其最终浓度达到

１．０μｇ／ｍＬ，制胶。在电泳槽中加入电泳缓冲液，使液面刚刚没过胶面１ｍｍ。取１０．０μＬＰＣＲ扩增产

物点样。９Ｖ／ｃｍ恒压，电泳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紫外凝胶成像仪下观察电泳结果，做好记录。ＰＣＲ扩增

产物为４２４ｂｐ。

７．５．２．５　１６犛狉犚犖犃序列测序

必要时，进行ＰＣＲ扩增产物测序（序列见附录Ｂ），进行确证实验。

８　结果及判定

８．１　当氧化酶、过氧化氢酶和三糖铁初筛生化反应结果不符合判断标准，报告２５ｇ未检出香港海

鸥菌。

８．２　当检出的可疑菌落，初筛生化反应结果符合判断标准，且生化结果符合表１，报告２５ｇ检出香港海

鸥菌。

８．３　当检出的可疑菌落，初筛生化反应结果符合判断标准，且ＰＣＲ产物电泳检验结果阳性，报告２５ｇ

检出香港海鸥菌。

８．４　当检出的可疑菌落生化结果符合表１要求且ＰＣＲ产物电泳检验结果阳性，进行１６ＳｒＲＮＡ测序，

报告检出的香港海鸥菌与已报道菌的同源性。

９　废弃物处理和防止污染的措施

检测过程中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参见附录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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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培养基和试剂

犃．１　一般要求

为保证培养基的质量，宜按照ＳＮ／Ｔ１５３８．１和ＳＮ／Ｔ１５３８．２对培养基进行质量控制。

犃．２　肠道菌增菌肉汤（犈犈肉汤）

犃．２．１　成分

蛋白胨 １０．０ｇ

葡萄糖 ５．０ｇ

磷酸氢二钠 ８．０ｇ

磷酸二氢钾 ２．０ｇ

牛胆盐 ２０．０ｇ

煌绿 ０．０１５ｇ

琼脂 １５．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０ｍＬ

犃．２．２　制备

应使用纯净的牛胆绿和煌绿，减少对受损伤且数量极少的肠杆菌的生长抑制。将各成分加入蒸馏

水中，加热煮沸，分瓶分装２２５ｍＬ，制成的培养基为绿色，可放置２℃～８℃冷藏柜保存，４周内使用。

犃．３　改良头孢哌酮麦康凯琼脂（犆犕犃）

犃．３．１　成分

蛋白胨 １７．０ｇ

�胨 ３．０ｇ

猪胆盐（或牛、羊胆盐） ５．０ｇ

氯化钠 ５．０ｇ

琼脂 １７．０ｇ

乳糖 １０．０ｇ

葡萄糖 １０．０ｇ

０．０１％结晶紫水溶液 １０．０ｍＬ

０．５％中性红水溶液 ５．０ｍＬ

蒸馏水 １０００．０ｍＬ

犃．３．２　制备

ａ）　将蛋白胨、�胨、胆盐、氯化钠、乳糖及葡萄糖溶解于４００ｍＬ蒸馏水中。校正ｐＨ至７．２，将琼

脂加入于６００ｍＬ蒸馏水中加热溶解，将两液合并，分装于锥形瓶内高压灭菌（１１５℃，１５ｍｉｎ

备用）。

ｂ）　临用时加热熔化琼脂，冷却至５０℃～５５℃时加入结晶紫和中性红水溶液并加入过滤灭菌的

头孢哌酮（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使最终浓度为１６ｍｇ／Ｌ。

注：结晶紫及中性红水溶液配好后应经高压灭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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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三糖铁琼脂（犜犛犐）

犃．４．１　成分

聚胨（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ｏｎｅ） ２０．０ｇ

乳糖 １０．０ｇ

蔗糖 １０．０ｇ

葡萄糖 １．０ｇ

六水硫酸亚铁胺 ０．２ｇ

硫代硫酸钠 ０．２ｇ

酚红 ０．０２５ｇ

琼脂 １３．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０ｍＬ

犃．４．２　制备

将以上各成分加热煮沸至完全溶解，调节ｐＨ至７．４±０．１，分装试管。１１５℃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制

成高层斜面备用。

犃．５　胰蛋白酶大豆肉汤（犜犛犅）

犃．５．１　成分

胰蛋白胨 １７．０ｇ

大豆蛋白胨 ３．０ｇ

氯化钠 ２０．０ｇ

磷酸氢二钾 ２．５ｇ

葡萄糖 ２．５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０ｍＬ

犃．５．２　制备

将各成分加入水中，要不断搅拌，加热至煮沸１ｍｉｎ。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最终ｐＨ至７．３±０．２。

犃．６　头孢哌酮血琼脂

犃．６．１　成分（豆粉琼脂）

牛心消化粉 ３．０ｇ

豌豆粉 ７．５ｇ

琼脂 １５．０ｇ

蒸馏水 １０００．０ｍＬ

犃．６．２　制备

将上述成分溶解于蒸馏水中，加热煮沸至完全溶解，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最终ｐＨ６．８±０．２。

冷却至５０℃～５５℃时加入，分别加入５ｍＬ～１０ｍＬ无菌脱纤维羊血和过滤灭菌的头孢哌酮（Ｃｅｆｏｐｅｒ

ａｚｏｎｅ），使最终浓度为１６ｍｇ／Ｌ。

犃．７　犜犃犈电泳储备液（×５０）

Ｔｒｉｓ ２４．２ｇ

冰乙酸 ５．７ｍＬ

０．５ｍｏｌ／ＬＥＤＴＡ溶液（ｐＨ８．０） １０．０ｍＬ

加蒸馏水 定容至１００ｍＬ

使用时稀释成１×电泳缓冲液。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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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香港海鸥菌基因序列（犌犲狀犅犪狀犽犇犙３９６５２５）

　　１　ｔｇｃａａｇｔｃｇａａｃｇｇｔａａｃａｇｇｇａｃｔｔｃｇｇｔｃｔｇｃｔｇａｃｇａｇｔｇｇｃｇａａｃｇｇｇｔｇａｇｔａａｔ

６１　ｇｃａｔｃｇｇａａｃｇｔａｃｃｇａｇｔａａｔｇｇｇｇｇａｔａａｃｇｃａｔｃｇａａａｇｇｔｇｔｇｃｔａａｔａｃｃｇｃａｔａ

１２１　ｃｇｃｃｃｔｇａｇｇｇｇｇａａａｇｃｇｇｇｇｇａｔｃｇａａａｇａｃｃｔｃｇｃｇｔｔａｔｔｃｇａｇｃｇｇｃｃｇａｔｇｃｃｇ

１８１　ｇａｔｔａｇｃｔａｇｔｔｇｇｔｇｇｇｇｔａａａｇｇｃｔｃａｃｃａａｇｇｃｇａｃｇａｔｃｃｇｔａｇｃａｇｇｔｃｔｇａｇａｇ

２４１　ｇａｔｇａｔｃｔｇｃｃａｃａｃｔｇｇｇａｃｔｇａｇａｃａｃｇｇｃｃｃａｇａｃｔｃｃｔａｃｇｇｇａｇｇｃａｇｃａｇｔｇｇｇ

３０１　ｇａａｔｔｔｔｇｇａｃａａｔｇｇｇｇｇｃａａｃｃｃｔｇａｔｃｃａｇｃｃａｔｇｃｃｇｃｇｔｇｔｃｔｇａａｇａａｇｇｃｃｔｔ

３６１　ｃｇｇｇｔｔｇｔａａａｇｇａｃｔｔｔｔｇｔｃａｇｇｇａｇｇａａａｔｃｃｃｔａａｇｇｃｔａａｔａｃｃｃｔｔｇｇｇｇｇａｔｇ

４２１　ａｃａｇｔａｃｃｔｇａａｇａａｔａａｇｃａｃｃｇｇｃｔａａｃｔａｃｇｔｇｃｃａｇｔａｇｃｃｇｃｇｇｔａａｔａｃｇｔａｇｇ

４８１　ｇｔｇｃａａｇｃｇｔｔａａｔｃｇｇａａｔｔａｃｔｇｇｇｃｇｔａａａｇｃｇｔｇｃｇｃａｇｇｃｇｇｔｔｔｇａａａａｇｔｃａｇ

５４１　ｃｔｇｔｇａａａｇｃｃｃｃｇｇｇｃｔｃａａｃｃｔｇｇｇａａｃｔｇｃｇｇｔｔｇａａａｃｔｃｔｃａａｇｃｔａｇａｇｔｇｃｇｔ

６０１　ｃａｇａｇｇｇｇｇｇｔｇｇａａａｃｃａｃｇｔｇｔａｇｃａｇｔｇａａａｔｇｃｇｔａｇａｇａｔｇｔｇｇａｇｇａａｃａｃｃａ

６６１　ａｔｇｇｃｇａａｇｇｃａｇｃｃｃｃｃｔｇｇｇａｔｇａｃａｃｔｇａｃｇｃｔｃａｔｇｃａｃｇａａａｇｃｇｔｇｇｇｇａｇｃａａ

７２１　ａｃａｇｇａｔｔａｇａｔａｃｃｃｔｇｇｔａｇｔｃｃａｃｇｃｃｃｔａａａｃｇａｔｇｔｃｇａｃｔａｇｃｃｇｔｔｇｇａｇａｔｔ

７８１　ｔｃｇｇｔｔｔｃｔｇｇｔｇｇｃｇｃａｇｃｔａａｃｇｃｇｔｇａａｇｔｃｇａｃｃｇｃｃｔｇｇｇｇａｇｔａｃｇｇｔｃｇｃａａｇ

８４１　ａｔｔａａａａｃｔｃａａａｇｇａａｔｔｇａｃｇｇｇｇｇｃｃｃｇｃａｃａａｇｃｇｇｔｇｇａｔｇａｔｇｔｇｇａｔｔａａｔｔｃ

９０１　ｇａｔｇｃａａｃｇｃｇａａａａａｃｃｔｔａｃｃｔｇｇｔｃｔｔｇａｃａｔｇｔａｃｃｇａａｃｃｔｃｇａａｇａｇａｔｔｔｇａｇ

９６１　ｇｇｔｇｃｃｃｇａａａｇｇｇａｇｃｇｇｔａａｃａｃａｇｇｔｇｃｔｇｃａｔｇｇｃｔｇｔｃｇｔｃａｇｃｔｃｇｔｇｔｃｇｔｇａ

１０２１　ｇａｔｇｔｔｇｇｇｔｔａａｇｔｃｃｃｇｃａａｃｇａｇｃｇｃａａｃｃｃｔｔｇｔｃａｔｔａｇｔｔｇｃｃａｇｃａｔｔａａｇｔｔ

１０８１　ｇｇｇｃａｃｔｃｔａａｔｇａｇａｃｔｇｃｃｇｇｔｇａ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ａｇｇａａｇｇｔｇｇｇｇａｔｇａｃｇｔｃａａｇｔｃｃ

１１４１　ｔｃａｔｇｇｃｃｃｔｔａｔｇａｃｃａｇｇｇｃｔｔｃａｃａｃｇｔｃａｔａｃａａｔｇｇｔｃｇｇｔａｃａｇａｇｇｇｔｃｇｃｔａ

１２０１　ａｇｃｃｇｃｇａｇｇｔａｇｔｇｃｃａａｔｃｔｃａｔａａａａｃｃｇａｔｃｇｔａｇｔｃｃｇｇａｔｃｇｃａｇｔｃｔｇｃａａｃｔ

１２６１　ｃ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ｇａａｇｔｃｇｇａａｔｃｇｃｔａｇｔａａｔｃｇｃｇｇａｔｃａｇｃａｔｇｔｃｇｃｇｇｔｇａａｔａｃｇｔｔ

１３２１　ｃｃｃｇｇｇｃｃｔｔｇｔａｃａｃａｃｃｇｃｃｃｇｔｃａ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ｇａｇｔｇｇａａｔｃｃｇｃｃａｇａａｇｔｇｇｇｔａ

１３８１　ｇｇｇｔａａｃｃｇｔａａｇｇａｇｃｃｃｇｃｔｔａｃｃａｃｇｇｔ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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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检测过程中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

犆．１　抽样和制样过程

抽样和制样工具，应清洗干净，１２１℃高压灭菌１５ｍｉｎ～２０ｍｉｎ，一套洁净工具限于一份样品使用。

存放样品的容器应该经过消洗、高压灭菌，或为一次性灭菌容器。

犆．２　检测过程

犆．２．１　ＰＣＲ实验室应分为样品制备区、前ＰＣＲ区、ＰＣＲ区和后ＰＣＲ区。将模板提取、ＰＣＲ反应液配

制、ＰＣＲ循环扩增及ＰＣＲ产物的鉴定等步骤分区或分室进行。实验室的运作应从“洁净区”到“污染

区”单向进行。

犆．２．２　实验过程中，应穿戴实验服佩戴手套。各区要有专用实验服。

犆．２．３　各区所有的试剂、器材（尤其是移液器）、仪器都应专用，不得带出该区。

犆．２．４　所有溶液、水、耗材和器具要１２１℃，１５ｍｉｎ高压，避免核酸和（或）核酸酶污染。每种溶液应使

用高质量的成分和新蒸馏的双蒸水。在２０℃～２５℃贮存的试剂中，可加入０．０２５％的叠氮钠。所有试

剂应该以大体积配制，然后分装成仅够一次使用的量进行贮存。

犆．２．５　ＤＮＡ模板或引物的离心管打开之前，要短暂离心，离心管不能用力崩开，以免产生气溶胶。

犆．２．６　前ＰＣＲ区中，最好能在ＰＣＲ操作箱中加入ＰＣＲ反应各组分。

犆．２．７　实验前后，实验室用紫外线消毒以破坏残留的ＤＮＡ。

犆．２．８　可使用ＵＤＧ和ｄＵＴＰ系统控制污染。

犆．２．９　应遵循ＰＣＲ操作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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