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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婴儿配方粉干法加工过程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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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婴儿配方粉干法加工过程中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的分布!掌握终产品中克罗诺杆菌属的

污染途径$ 方法)对 8 家企业的产品相关样品"原辅料%中间产品和终产品#和环境进行监测!选择传统分离培养

方法对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进行检验!利用脉冲场凝胶电泳技术进行克罗诺杆菌属溯源研究$ 结果)地面%

空调回风口和使用后的清洁工具中肠杆菌科检出率较高!均在 +*f左右$ 产品相关样品%清洁作业区环境相关样

品中克罗诺杆菌属检出率分别为 +@&?f "’+>8?6#和 *@+:f "?>+ ’6&#!++ 株分离株共有 ’7 种脉冲场凝胶电泳
"1FT,#带型!每个企业的指纹图谱各不相同!其中有四组分离株分别具有同源性$ 终产品中克罗诺杆菌属的污染

主要来自原辅料!其次为环境中定植的菌株$ 结论)该研究对掌握婴儿配方粉加工企业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

的污染分布及终产品中克罗诺杆菌属的可能污染源!制定加工过程的卫生控制措施!确保终产品的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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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配方粉干法加工过程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监测!!!裴晓燕"等 !?’’)) !

))克罗诺杆菌属#(:)")./#45:0[[B$是一种条件致
病菌"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特别是新生儿和早产儿
中能引起严重的脑膜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菌血
症 )’* ( 婴儿配方粉是婴儿感染克罗诺杆菌属的主
要渠道之一"国内外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均明确规定
婴儿配方食品中不得检出克罗诺杆菌属 )+$&* ( +**&

年中国零售市场上婴幼儿配方粉克罗诺杆菌属检
出率为 &@’(f )?* "随着政府和企业对该菌的关注度
不断提高"克罗诺杆菌属的污染逐步降低"但是仍
偶有检出 ):$(* (

肠杆菌科作为卫生指示菌"反映了产品的卫生
状况"企业应加强对产品和环境中肠杆菌科的动态
监控"防止其出现异常变化"如果其检出率明显升
高"提示环境卫生状况变差"可能存在致病菌#包括
克罗诺杆菌属$的污染"!=!>2!1??!+**6 )+*规定
生产加工过程中终产品及其未包装成品中"肠杆菌
科的控制标准为 " v’*’#v+’?v* !FU>’* M"即每
批次检测 ’* 份样品"肠杆菌科阳性样品数不得超过
+ 份( T.+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粉状婴
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环境监控指南要求
对生产环境中的肠杆菌科进行监控(

婴儿配方粉有湿法’干法’干湿法复合 7 种加工
工艺)’** "其中干法加工工艺是将粉状婴幼儿配方食
品的配料成分在干燥状态下进行处理与混合而制成
最终产品的生产工艺"一般包括原辅料验收’备料’倒
粉’筛粉’干混’灌装’包装装箱’成品入库’出厂等步
骤( 本研究在我国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各选一家
使用干法加工工艺的婴儿配方粉生产企业"启动生产
加工过程中克罗诺杆菌属和肠杆菌科的监测"以掌握
主要企业原辅料’中间产品’终产品和环境的卫生状
况"以及克罗诺杆菌属的分布和来源(

’)材料与方法
’@’)采样

+*’7!+*’8 年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在我国
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各选一家使用干法加工工
艺的婴儿配方粉生产企业"针对企业某一批次婴儿
配方粉生产加工过程的产品相关样品 #包括原辅
料’中间产品和终产品$和环境相关样品 #包括设
备’包装’人员’工具等$进行监测( 采样区域主要
集中在清洁作业区"所有采集的样品均与目标批次
的产品相关( 同一采样区域"优先选择最容易受微
生物污染的部位"如样品种类为地面时"优先选择
容易积尘的角落区域(

环境监测时"采用/之0形方法用海绵涂抹棒或
棉拭子擦拭( 针对地面’墙壁’楼梯’设备表面等较

大区域及工作服"使用海绵涂抹棒擦拭"采样面积
一般为 ’ G+"工作服包括整个前襟&门把手’开关等
面积较小的区域"使用棉拭子擦拭"约 ’* CG+"一般
采样面积包括整个表面&鞋底’手>手套一般涂抹 +
只鞋底’双手(
’@+)方法
’@+@’)肠杆菌科检验

产品相关样品和废粉等%取 ’* M样品加入盛有
(* GJ缓冲蛋白胨水#.1R$&直接接触产品的包装
材料#罐’盖’勺等$%无菌操作"直接加入 ’* GJ.1R

冲洗罐壁’勺等"冲洗液转入无菌培养瓶&棉拭子%
将采样后的棉拭子#已含有 ’* GJ.1R$混匀&涂抹
海绵%取 ’* GJ.1R 加入含有海绵棒的无菌袋中"

混匀( #7? i’$h培养#’6 i+$ E 后"分别取增菌液
’ GJ"接种于 ’* GJ的肠道菌增菌肉汤 #,,$ 中"
7? h培养#+8 i+$ E( 划线接种至结晶紫中性红胆
盐葡萄糖琼脂#e2.T=$"具体分离’鉴定方法参考
;-3+’&+6$’4+**8 )’’* (
’@+@+)克罗诺杆菌属检验

产品相关样品和废粉等%取 ’** M样品"或废粉>
维生素等微量元素 ’* M"加入.1R"制成 ’4’* 样品匀
液&直接接触产品的包装材料%加入 ’* GJ.1R冲洗
罐壁’勺等"冲洗液转入无菌培养瓶&棉拭子’海绵涂
抹棒%检测方法同肠杆菌科( 具体分离’鉴定方法参
考 T.8:6(@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
物学检验 克罗诺杆菌属#阪崎肠杆菌$检验- )’+* (
’@+@7)克罗诺杆菌属脉冲场凝胶电泳#1FT,$分型

对分离株进行 1FT,分型"获得的脉冲场电泳
图谱用 .IZSVGN_IC0数据库软件进行处理"以进行溯
源分析 )’7* (

+)结果
共监测 7 *+: 份样品( 监测环境相关样品

+ &&( 份"其中 ’8@?+f #7:8>+ &&($的样品采集自
一般作业区 #’*: 份$和准清洁作业区 #+?: 份$"
6&@76f#+ ’6&>+ &&($为清洁作业区采样 )’** ( 监测
产品相关样品 8?6 份"包括原辅料’中间产品和终产
品( 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检测结果见表 ’’+"
样品中二者的检测结果无直接相关关系"分析原因
应该为食品基质中细菌分布不均匀"且二者对应标
准方法的检样量差别较大(

针对 +*’7 年不同企业的监测结果进行比对分
析"并采取相应措施"结果显示"+*’8 年清洁作业区
环境相关样品中肠杆菌科污染率 #’*@+&f"’’:>
’ ’8’$明显下降"尤其是在 +*’8 年作为重点关注的
采样点"如可移动设备接触地面的部件 #如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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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清洁作业区环境相关样品中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检测结果
"ĤJN’)2N0VJPZDE"45:)./#45:G/#5/5HL‘ (:)")./#45:0[[BIL PENNLbI_ZLGNLPHJ0HG[JN0D_ZGCJNHLILMKZ_a H_NH

分类 样品种类

+*’7 年 +*’8 年

样品
份数

肠杆菌科
阳性率>f

克罗诺杆菌
属阳性率>f

样品
份数

肠杆菌科
阳性率>f

克罗诺杆菌
属阳性率>f

设备

人员

工具

包装

其他

合计

设备外表面#包括角落$ ’8’ ’8@’6#+* >’8’$ *@:’#’ >’8’$ 68 7@&:#7 >68$ *@**#* >68$

操作台 7? ’’@’’#8 >7?$ *@**#* >7?$ 87 ?@(6#7 >87$ *@**#* >87$

可移动设备接触地面的部件#如轮子等$ +’ +6@&:#? >+’$ *@**#* >+’$ +7 8@7&#’ >+7$ *@**#* >+7$

设备内表面#管道’干混器’粉仓出粉口等$ : ’8@+(#’ >:$ *@**#* >:$ ’& +*@**#7 >’&$ *@**#* >’&$

手>手套表面 &8 &@&?#7 >&8$ *@**#* >&8$ &+ ’@(+#’ >&+$ *@**#* >&+$

工作服 &6 8?@&&#+: >&6$ *@**#* >&6$ &( ’?@(&#’* >&($ *@**#* >&($

工作鞋底 &? 7(@+(#++ >&?$ *@**#* >&?$ &* +*@**#’* >&*$ *@**#* >&*$

称量相关工具 88 ?@6+#7 >88$ *@**#* >88$ &( &@*6#7 >&($ *@**#* >&($

凳子 : ’8@+(#’ >:$ *@**#* >:$ ’: +7@&7#8 >’:$ *@**#* >’:$

使用后的清洁工具#抹布等$ 66 ’6@’6#’? >66$ *@**#* >66$ 8’ +’@(&#( >8’$ *@**#* >8’$

通讯工具#电话等$ ’: &@66#’ >’:$ *@**#* >’:$ 7: &@8’#+ >7:$ *@**#* >7:$

维修工具 : *@**#* >:$ *@**#* >:$ +* *@**#* >+*$ *@**#* >+*$

吸尘器 7 *@**#* >7$ *@**#* >7$ +8 6@77#+ >+8$ *@**#* >+8$

其他 7’ 7@+7#’ >7’$ *@**#* >7’$ 7( &@’7#+ >7($ *@**#* >7($

直接接触产品的包装材料 &* ++@**#’’ >&*$ *@**#* >&*$ 7: &@8’#+ >7:$ *@**#* >7:$

地面 6* 7&@**#+6 >6*$ *@**#* >6*$ ’*: +8@7*#+? >’*:$ *@**#* >’*:$

墙壁 &6 +8@’8#’8 >&6$ ’@:+#’ >&6$ && ’*@(’#? >&&$ *@**#* >&&$

楼梯#包括地面和扶手$ 7: +8@7+#( >7:$ *@**#* >7:$ &6 ?@(*#8 >&6$ *@**#* >&6$

传递窗 ’* +*@**#+ >’*$ *@**#* >’*$ ’& *@**#* >’&$ *@**#* >’&$

门把手 :+ +@:6#+ >:+$ *@**#* >:+$ :* *@**#* >:*$ *@**#* >:*$

空调送风口 ’* *@**#* >’*$ *@**#* >’*$ 8* &@**#+ >8*$ *@**#* >8*$

空调回风口 &+ ’(@+7#’* >&+$ *@**#* >&+$ :* +’@87#’& >:*$ *@**#* >:*$

开关机按钮 7’ *@**#* >7’$ *@**#* >7’$ 76 +@?7#’ >76$ *@**#* >76$

空气浮游菌 86 *@**#* >86$ *@**#* >86$ :7 *@**#* >:7$ *@**#* >:7$

吸尘器粉尘 ( &&@&?#& >($ ++@++#+ >($ ? ’**@**#? >?$ ’?@?:#’ >?$

生产线周围的地面粉尘 : +6@&:#+ >:$ *@**#* >:$ : ’8@+(#’ >:$ *@**#* >:$

废粉 : 8+@6?#7 >:$ *@**#* >:$ + &*@**#’ >+$ *@**#* >+$

冲机粉 7 77@77#’ >7$ 77@77#’ >7$ ! ! !
! ’ *88 ’6@7(#’(+>’ *88$ *@86#& >’ *88$ ’ ’8’ ’*@+&#’’:>’ ’8’$ *@*(#’ >’ ’8’$

注%!表示未检测该类样品或该项不进行合计

表 +)产品相关样品中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检测结果
"ĤJN+)2_N0VJP0ZDE"45:)./#45:G/#5/5HL‘ (:)")./#45:0[[BIL PEN[_Z‘VCP_NJHPN‘ 0HG[JN0

分类 样品种类

+*’7 年 +*’8 年

样品
份数

肠杆菌科
阳性率>f

克罗诺杆菌
属阳性率>f

样品
份数

肠杆菌科
阳性率>f

克罗诺杆菌
属阳性率>f

原辅料

中间
产品

终产品
合计

基粉 && +:@+:#’& >&&$ *@**#* >&&$ 7& ’’@87#8 >7&$ *@**#* >7&$

蛋白类#乳清粉等$ 8( ++@8&#’’ >8($ ?@’+#7 >8($ +& +*@**#& >+&$ 8@**#’ >+&$

核苷酸 ! ! ! + *@**#* >+$ *@**#* >+$

矿物质或其预混料 ! ! ! & *@**#* >&$ *@**#* >&$

碳水化合物 ’* +*@**#+ >’*$ ’*@**#’ >’*$ 6 *@**#* >6$ *@**#* >6$

维生素或其预混料 7 *@**#* >7$ *@**#* >7$ & *@**#* >&$ *@**#* >&$

脂肪类 : +6@&:#+ >:$ *@**#* >:$ ’’ *@**#* >’’$ *@**#* >’’$

营养素 ! ! ! 7 *@**#* >7$ *@**#* >7$

其他 & *@**#* >&$ *@**#* >&$ + &*@**#’ >+$ *@**#* >+$

粉仓中的半成品 ! ! ! ’7 :@?(#’ >’7$ *@**#* >’7$

干混后产品#干法$ 7 *@**#* >7$ *@**#* >7$ ( ’’@’’#’ >($ *@**#* >($

流化床自落粉 ! ! ! + *@**#* >+$ *@**#* >+$

预混料#干法$ ’6 *@**#* >’6$ *@**#* >’6$ ’7 ’&@76#+ >’7$ *@**#* >’7$

振动筛上的粉块 8 ’**@**#8 >8$ :&@**#7 >8$ 8 *@**#* >8$ *@**#* >8$

其他 7 ??@?:#+ >7$ *@**#* >7$ ! ! !

阶段性采样 ’*? +(@+&#7’ >’*?$ 7@::#8 >’*?$ ?6 8@8’#7 >?6$ *@**#* >?6$
! +?7 +&@86#?: >+?7$ 8@’6#’’ >+?7$ +*& 6@+(#’: >+*&$ *@8(#’ >+*&$

注%!表示未检测该类样品或该项不进行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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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 ’人员相关样品#工作服’工作鞋底$ ( 然而"
部分样品的肠杆菌科检出率一直相对较高"+*’7
和 +*’8 年地面检测样品的肠杆菌科检出率分别
为 7&@**f#+6 >6* $和 +8@7*f #+? >’*: $ "空调回
风口的检出率分别为 ’(@+7f#’* >&+$和 +’@87f
#’& >:*$ "使用后的清洁工具检出率一直在 +*f
左右(

7 *+: 份样品中共有 ++ 份样品检出克罗诺杆菌
属"其中产品相关样品的检出率为 +@&?f # ’+>
8?6$&清洁作业区环境相关样品为 *@+:f # ?>
+ ’6&$"包括墙壁 ’ 份’吸尘器粉尘 7 份’冲机粉
’ 份’传送带表面 ’ 份( 此外"在准清洁作业区监测

+?: 份环境样品#包括工具 +& 份’设备 7+ 份’人员
’( 份’其他 ’(’ 份$"仅从地面涂抹样品中检出 ’ 份
克罗诺杆菌属阳性样品&一般作业区监测 ’*: 份样
品#包括设备 +: 份’工具 ’+ 份’其他 ?6 份$"仅从地
面涂抹样品中检出 7 份克罗诺杆菌属阳性样品(

以 .IZSVGN_IC0分析 ++ 株克罗诺杆菌属分离株
1FT,的图谱"如图 ’ 所示"共 ’7 种 1FT,带型"其
中四组分离株 #TF*& 和 TF*?"TF*: jTF’’"TF’7
jTF’&"TF’:’TF’6 和 TF+’$的 1FT,酶切图谱分
别相同"进一步分析发现"各组内 =1;+*,生化编码
也一致"且来自同一批次的相关样品"可判断每组
分离株具有同源性(

图 ’)克罗诺杆菌属 1FT,分型树状图
FIMV_N’)1FT,‘NL‘_ZM_HGZD(:)")./#45:0[[B

7)讨论
与 +*’7 年比较"+*’8 年企业在产品和环境相

关样品中肠杆菌科检出率明显下降"克罗诺杆菌属
污染得到控制(
7@’)产品相关样品

+*’7 年原辅料中克罗诺杆菌属和肠杆菌科的检
出率分别为 7@’*f#8>’+($’+7@+?f#7*>’+($"+*’8

年二者的检出率均明显降低"分别为 ’@*8f#’>(?$’
’*@8+f#’*>(?$( 样品采集以基粉和蛋白类#乳清粉
等$最多"肠杆菌科的污染率在 +*’8 年明显降低( 仅
从 & 份原辅料中检出克罗诺杆菌属"分别为TF7 企业
进口自 + 家供货商的 8 份乳清蛋白粉’TF8 企业采购
的 ’ 份国产碳水化合物#低聚果糖$(

从监测的中间产品 #除流化床自落粉$中均检
出肠杆菌科#见表 +$"+*’7 和 +*’8 年中间产品中克
罗诺杆菌属的检出率分别为 ’*@:’f # 7>+6 $ 和
*@**f#*>8’$"7 份阳性样品均为振动筛上的粉块"

分离自 TF7 和 TF8 企业(
+*’7 年终产品中克罗诺杆菌属和肠杆菌科的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7@::f # 8>’*? $ 和 +(@+&f
#7’>’*?$"+*’8 年分别为 *@**f #*>?6$和 8@8’f
#7>?6$( +*’8 年 TF7 企业的终产品中未检出克罗
诺杆菌属"但从其原料浓缩乳清蛋白粉中检出阳性
菌株"干法加工工艺缺乏高温杀菌步骤"因此相应
的终产品中必然存在该菌的污染"但是由于批次检
验存在采样偏移导致终产品未检出"企业应严把原
辅料的进厂检验"严格控制微生物安全指标"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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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克罗诺杆菌属污染的原辅料进入加工环节(
7@+)清洁作业区环境相关样品
7@+@’)设备

仅从 ’ 份传送带表面检出克罗诺杆菌属( 设备
外表面’操作台和可移动设备接触地面的部件 #如
轮子等$肠杆菌科检出率在 +*’8 年均有明显下降(

肠杆菌科作为指示菌"反映了整体环境的卫生状
况"尤其是设备内表面的肠杆菌科污染易通过各种
途径污染终产品(
7@+@+)人员

人员相关样品中均未检出克罗诺杆菌属"工作
人员手>手套表面肠杆菌科的检出率最低"仅为
7@::f#8>’*?$"应该与企业严格执行在岗期间操
作人员手部定时消毒制度有关( 员工工作服和鞋
底的肠杆菌科污染率远高于手>手套表面"提示不
仅要重视员工手>手套表面的清洁"还要关注工作
服和鞋底"加强对所有员工卫生知识的宣教"强化
个人卫生意识(
7@+@7)包装材料

共监测 6: 份直接接触终产品的包装材料"均未
检出克 罗诺杆 菌属" 但肠杆菌科的检 出 率 为
’8@(8f#’7>6:$"其中 +*’7 和 +*’8 年检出率分别
为 ++@**f#’’>&*$和 &@8’f#+>7:$( 作为直接接
触终产品的包装材料"在制作过程中一般经过高温
处理"且其材质不适合细菌增殖"但如果其高温工
序后的加工’运输甚至配方粉企业储藏及拆封等过
程卫生控制不严"则很有可能导致细菌污染"从而
污染终产品"其卫生状况仍需重视(
7@+@8)其他样品

仅从墙壁和吸尘器粉尘中检出克罗诺杆菌属"

工具和其他环境样品均未检出( TF8 企业在第一次
生产后的 ’ 份冲机粉中检出克罗诺杆菌属"但从本
次生产的原辅料’中间产品和终产品中均未检出"

提示冲机粉中可能存在该菌的污染(

各类工具中"使用后的清洁工具和凳子表面肠
杆菌 科 的 检 出 率 相 对 较 高" 分 别 为 ’(@76f
#+&>’+($和 +*@67f#&>+8$&涂抹面积较大的地面’

墙壁和楼梯比较"地面肠杆菌科的检出率最高
#+6@66f"&8>’6:$"其次为墙壁#’:@:*f"+*>’’7$
和楼梯#’7@?6f"’7>(&$( 空调回风口的肠杆菌科
检出率为 +*@8(f#+&>’++$"高于空调送风口的检
出率 8@**f#+>&*$&受关注较高的开关机按钮和门
把手表面肠杆菌科的污染率较低"分别为 ’@8&f
#’>?($和 ’@8’f#+>’8+$( 吸尘器粉尘中肠杆菌科
和克罗诺杆菌属的检出率均较高"共监测 ’& 份吸尘
器粉尘样品"其中 ’’ 份检出肠杆菌科"7 份检出克

罗诺杆菌属"吸尘器中的粉尘来源于同一作业区不
同区域的积尘"具有较高的风险"如果操作不当或
处理不及时"可导致二次污染"建议清洁作业区避
免使用吸尘器(

+**: 年约旦的 -5=\,2等 )’8*从 6 个婴儿配方
粉生产企业的 6 份终产品中检出 + 份克罗诺杆菌属
阳性样品"但未从 +? 份环境样品中检出该菌(
!2=e,S等 )’&*对澳大利亚的 & 个奶粉加工厂进行
监测"环境样品中克罗诺杆菌属的检出率为 7+f"
其中非加工区和加工区分别为 8(f和 +(f"但研究
中未描述清洁作业区和非清洁作业区的具体结果(
7@7)克罗诺杆菌属的溯源

克罗诺杆菌属是环境和食品中普遍存在的细
菌"非清洁作业区容易发现该菌"通常不会马上对
工厂的关键区域或产品造成污染"但是如果发现该
菌阳性"则必须采取卫生措施以避免克罗诺杆菌属
进入清洁作业区对产品造成污染 )7* "因此需关注加
工环境中不同作业区该菌的检出情况"并进行溯源
研究以探索终产品的可能污染途径(

!2=e,S等 )’&* 对克罗诺杆菌属分离株进行
1FT,指纹图谱分析"结果显示 8& 株菌是每个奶粉
加工厂所特有的指纹图谱": 株菌从终产品奶粉和
环境相关样品#蒸发间’员工鞋和屋顶等$中同时检
出"主要流行株多分离自喷雾干燥器’空气处理区’

人员流动频繁的区域( 本研究中 8 个企业的分离株
指纹图谱均为各企业所特有"不同企业间分离株
1FT,图谱的最大相似度仅为 ??@6f"主要分离株
来自地面’吸尘器粉尘’原辅料和振动筛上的粉块"

分析原因应该与各企业的距离较远’原辅料来源各
不相同有关(

分离自 TF7 企业的 & 株相同 1FT,图谱的克罗
诺杆菌属 TF*: jTF’’"来源于第一次采样洁净区
走廊墙壁’罐装间传送带外表面’不同时间段采集
的振动筛上粉块及终产品"但未从其原辅料中分离
到"针对发现的问题对环境彻底消毒处理并更换原
料"后续监测中未再发现该菌"分析原因可能为厂
房空间存在该菌的定植"在适宜的温度湿度环境中
不断增殖"并通过空气流动’人员走动’灰尘扩散等
污染加工环境和生产线( 针对该问题"企业进一步
加强进厂原辅料的检验"并在某批次的浓缩乳清蛋
白粉中检出该菌 #TF’7 jTF’&$"及时预防了问题
产品的再次出现(

TF8 企业在第一次监测中"采集的终产品中同
时分离到 7 株具有不同 1FT,带型的阪崎肠杆菌
#TF’(’TF+’’TF++$"TF+’ 与辅料低聚果糖’振动
筛上粉块分离株 #TF’:’TF’6$的生化特征和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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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完全一致"可以初步确定污染源为低聚果糖&
TF’( 与 TF’:’TF’6 及 TF+’ 的相似度达 (?@7f"
具有较强的同源性"推测其可能来源于低聚果糖&
TF++ 未从其他原辅料和环境等样品中分离到"因此
尚不能确定该菌的污染源(

分离自 TF+ 企业的 + 株菌 TF*& 和 TF*?"分别
来源于同一清洁作业区不同年份的吸尘器粉尘"可
判定该生产环境中长期存在该菌的污染(

本研究了解了我国婴儿配方粉干法生产企业
加工过程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的分布"并对
克罗诺杆菌属进行了有效溯源"发现需要重点关
注的高风险点#如原料’可移动设备接触地面的部
件’空调回风口’员工工作服和鞋底’地面’吸尘
器’振动筛上的粉块等$ "对降低肠杆菌科和克罗
诺杆菌属的污染’制定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控制
措施’确保终产品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婴儿配
方粉的原辅料不是无菌产品"厂房环境也不可能
做到彻底无菌"对于缺乏高温杀菌步骤的干法加
工工艺"风险因素无处不在"加工过程微生物的控
制不容忽视( 企业在遵守良好生产规范的同时"
应逐步增强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提高实验
室检验水平"不断完善原辅料和环境监控体系"提
高婴儿配方粉生产全过程的监控’结果分析和风
险评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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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Z[Z0HJ1’*7(!GIC_ẐIZJZMICHJC_IPN_IHDZ_ILDHLPDZ_GVJH$

bH_IHPIZL ) ,.>3/*B # +*’? $ ) +*’:$*8$7* *B EPP[0%>>KKKB

JNMI0JHPIZLBMZbBHV>9NPHIJ0>F+*’?/**:68B

) ? *)裴晓燕"刘秀梅B中国市售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和其它肠杆

菌的污染状况)W*B中国食品学报"+**?"?#&$ %?$’*B

)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B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 + 批次婴儿配方乳粉不合格的通告%+*’& 年第 &’ 号 )=>

3/*B#+*’&$*6$*?$ )+*’:$*&$*8*BEPP[%>>KKKB0‘HBMZbBCL>

R-*’>!/**&* >’+?’?*BEPGJB

) 6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B总局关于 +*’: 年 + 月 ’ 批次婴

幼儿配方乳粉不合格的通告% +*’: 年第 &* 号 )=>3/*B

#+*’:$*7$+6$ )+*’:$*&$*8*BEPP[%>>KKKB0‘HBMZbBCL>R-*’>

!/’?6: >’:’+’7BEPGJB

) ( *)1,;#<" <=S/" X5UW5" NPHJB"EN0V_bN]ZD(:)")./#45:

0[[B#DZ_GN_J]E"45:./#45:0/P/T/PGG$ IL ILDHLPHL‘ DZJJZK$V[

[ZK‘N_N‘ DZ_GVJHIL !EILHIL +*’+ )W*B.IZGN‘ ,LbI_ZL -CI"

+*’?" +(#+$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B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粉状婴幼儿配方

食品良好生产规范%T.+7:(*!+*’*) -*B北京%中国标准出

版社"+*’*B

)’’*);-3B;-3+’&+6$’4+**8 %IC_ẐIZJZM]ZDDZZ‘ HL‘ HLIGHJDNN‘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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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8$’*&+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