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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控制"易受到病原性微生物的污染+ 另外"品牌
干沙虫有个别样品的挥发性盐基氮出现了超标"而挥
发性盐基氮是食品腐败过程中产生的"在干沙虫的晒
制加工过程中必须保证原料的鲜度+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北海市干沙虫卫生质量状
况总体较好"大部分常见污染物未检出或未超过标
准限量"但铬(菌落总数等指标仍存在不同程度的
污染"食用安全受到一定威胁"建议相关部门查明
污染原因"并根据安全风险评估情况建立相应的干
沙虫质量标准予以管理"提高沙虫的食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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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盲样考核是上级单位对微生物实验室的
一种能力考察"实验室也可通过定期参加能力验证
计划来证明自己的检测能力+ 参加实验室能力验
证是评价微生物实验室检验能力的需要"也可以通
过这项考核过程快速提升检测人员的业务技术水
平 )"* +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辽宁省食品检
验检测院微生物实验室已连续多年参加食品微生
物盲样考核及能力验证计划项目"涉及计数指标(
致病菌定性检验或致病菌定性及定量指标"均为满
意结果+ 现将本实验室 &%%’!&%". 年参加的盲样
考核及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主要仪器与试剂

恒 温 培 养 箱 $c?LZVX(ec&.% %( 生 物 安 全 柜
$OI6F3=(OI(.$)(.%%7%(显微镜 $莱卡(Y[.%%%c%(
实时荧光定量检测系统$c6J])%(全自动酶联免疫
分析 仪 $/?L?hFY67 %( 恒 温 扩 增 定 性 aQ3 仪
$YV>BH($%!:%+

增菌与培养用干粉培养基(科玛嘉显色培养
基(6aF&%=生化鉴定条均购自北京陆桥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沙门菌诊断血清$泰
国 7u6%"大肠杆菌 4"*)mN)诊断血清$日本生研%+
"+&#方法

按照相应的作业指导书的要求进行样品处
理"将制备的待测原液按照标准方法进行后续操
作+ 菌落总数测定(大肠菌群计数(沙门菌(单增
李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按照 Pc.)!’!&%"%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方法
检测"副溶血性弧菌按照 Pc1̂ .)!’+)!&%%! )$*方
法检测+

"+$#结果评价
统计和评价依据为 QO67!PG%& ,能力验证结

果的统计学评价指南- ).* + 判定满意结果标准&分
离培养结果均正确#判定不满意结果标准&任意一
项结果出现错误或样本之间混淆"或血清型 r& 个
因子与预期值不符+

&#结果
&+"#参与考核情况

&%%’!&%". 年本实验室参加了由中国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QOQ6% (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QYQ%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QO67%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OFWYQ%组织的
微生物盲样考核和能力验证计划项目"检测项目
包括&菌落总数$定量% (大肠菌群$定量% (食源性
致病菌$定性"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阪崎肠杆菌(
沙门菌(致病性大肠埃希菌等 % "考核内容和考核
组织单位情况见表 "+
&+&#考核结果

本实验室 * 年来参加盲样考核和能力验证计
划项目共 ! 次"考核涉及菌落总数等计数指标及
食源性致病菌等定性指标"部分致病菌须鉴定到
血清型""$ 个考核项目的结果均为优秀或满意"详
见表 &+

$#讨论
生物盲样考核通常指定一个范围"如常见食源

性致病菌检验等"检出结果报告为检出或未检出"
而能力验证项目通常指定具体的某个指标"报告结
果为定量(定性检出或未检出致病菌"微生物盲样
####

表 "#&%%’!&%". 年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参与食源性致病菌盲样考核情况

>̂_@V"#WBBZ_BXLVK>U<B0VL?:_>:UVX?>_@?LZ V\>@H>U?BL ;XB/&%%’ UB&%".
考核时间 考核项目名称 盲样考核$或能力验证%组织者

&%%’(%)($"!%!(")
&%"%(%5(%)!%)("&

&%"%(%!(")!%!($"

&%""(%5(&$!%!(%"

&%"&(%*(&’!%5(&5
&%"&("%("%!"%(&&
&%"$("%(&$!"%($"
&%".("%(".!"%(&!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QOQ6(%’(c%5 QOQ6

常见食源性致病菌检验 QYQ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菌落总数 QO67 %̂*%.(%$’(6

大肠菌群 QO67 %̂*%.(%$’(c

金黄色葡萄球菌 QO67 %̂*%.(%$’(Q QO67

沙门菌 QO67 %̂*%.(%$’(Y

单增李斯特菌 QO67 %̂*%.(%$’(=

菌落总数
食源性致病菌

QYQ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常见食源性致病菌检验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单增李斯特菌 QOQ6("&(6%" QOQ6

阪崎肠杆菌定性检测 QO67 âQ(̂%*% QO67

食品中沙门菌检出能力验证计划 OFWYQ(â(%"% OFW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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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食源性致病菌考核结果
>̂_@V&#WBBZ_BXLVK>U<B0VL?:_>:UVX?>VS>/?L>U?BL XVTH@UT;XB/&%%’ UB&%".

组织单位
或计划名称

检测项目 测试结果
结果
报告

QOQ6(%’(c%5

中国 QYQ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QO67 %̂*%.(%$’

中国 QYQ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QOQ6("&
QO67 âQ

OFWYQ(â(%"%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检出#.!_&未检出#.!:&检出#.!Z&未检出 满意
常见食源性致病菌检验 检出&都柏林沙门菌 4m""’""& Nm0"K#大肠 4"*)mN)#阪崎肠杆菌 满意
菌落总数(6 ’+5 f"%.:;H1/@ 满意
大肠菌群(c &+. f"%$[aO1/@ 满意
金黄色葡萄球菌(Q &+. f"%$[aO1/@ 满意
沙门菌(Y 检出1&* /@ 满意
单增李斯特菌(= 检出1&* /@ 满意
菌落总数 "+" f"%5 :;H 满意
食源性致病菌 检出&单增李斯特菌#蜡样芽胞杆菌 满意
常见食源性致病菌检验 检出&大肠埃希菌 4"*#阪崎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满意
单增李斯特菌(6%" 检出 满意
阪崎肠杆菌定性检测(̂%*% 检出 满意
沙门菌(Q4Y=" 未检出
沙门菌(Q4Y=& 鼠伤寒沙门菌 4m.""& Nm?#&#肠炎沙门菌 4m’""&#Nm/

沙门菌(Q4Y=$ 未检出 优秀

沙门菌(Q4Y=.
蒙得维的亚沙门菌 4m5") NmP"/"T#纽波特沙门菌 4m5"! Nm="<#
&#阿贡纳沙门菌 4m.""& Nm=";"T#

沙门菌(Q4Y=* 巴布亚沙门菌 4m5") Nm="X#‘"*

考核和能力验证项目通常具有 $ 种类型"定性指标(
定量指标或两者兼有+ 生物盲样考核应该注意以
下的检验流程和关键点"这不仅是通过考核的需
要"也是确保日常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的需要+

$+"#盲样考核的检验流程和关键点

实验室收到盲样菌株样本后"首先应检查样本
的性状和包装情况"仔细阅读质量控制活动组织者
提供的作业指导书"包括样本如何保存的信息"明
确工作任务和要求+ 实验前应严格按照作业指导
书的要求制订检验流程"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包括
实验中需要使用的器皿"须提前做好清洁灭菌+

对于定量项目来说"西林瓶中的样品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 )** "应全部用于检测+ 倾注平板
法和 [aO计数法均应尽可能多做稀释倍数"选择
合适的稀释倍数计数+ 对于定性项目来说"增菌
及分离步骤尤其重要+ 因此选择合适的增菌液和
分离用培养基对目标菌的检出非常关键"应至少
选择两种以上的增菌液和分离用培养基对菌株作
直接分离和增菌后分离+ 划线分离十分重要 )5* "
要把增菌液中的目标菌尽量多的表达出来"要分
出单个菌落并尽可能多挑取可疑菌落"确保分离
到目标菌+ 生化试验和血清学试验以营养琼脂平
板上的纯培养细菌为好 ))* +

原始记录应有条理(思路清晰"完整准确地记
录菌株鉴定检验的全过程"原始记录要包含时间(
试验现象(试验结果 $ 个要素"方便试验出现问题的
查找+

可以根据需要平行使用仪器辅助鉴定"但不能

过分依赖"仪器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帮助我们拓展思
路和辅助分析"应以国标检验方法为根本+
$+&#盲样考核的质量控制

必须使用在有效期内并经质控验证合格后的
培养基(生化试剂(诊断血清+ 某些进口培养基和
国产培养基在定量检测和定性检测时会出现不一
致的现象"实验室应做好比对和分析"根据试验的
要求和比对的结果合理使用培养基+ 无菌操作在
盲样考核过程中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杂菌混入就
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检验结果+ 总之"养成良好的实
验室工作习惯"严格按照行业习惯要求使用相关试
剂和器皿"正确细致操作有利于实验室分析基础工
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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