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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标准体系跟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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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现行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 FT’314 标准体系开展跟踪评价!为完善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

法标准体系提供建设性意见"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中西部 #4 个省和直辖市开展研究!调查对象主要包

括政府检验机构%企业检验部门和第三方实验室的相关检验人员" 通过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数据录入

系统进行数据在线录入和填报!数据采用 B)BB !!.- 和 N>7̂C\C8ZaR7IV!-#%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本次调查共收

回有效问卷 # -"2 份!政府和企业的检验人员为调查主体" 来自不同机构的调查对象对标准的整体评价均在 ’ 分

以上#" 分为满分$!企业检验部门的评分高于政府检验机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1f#44#5# -"2$

的调查对象认为现行标准体系可以完全满足或基本满足工作需求" 在标准体系的完善方面!"-.3f#"%"5# -"2$

的调查对象认为最为需要修订的是样品前处理方法&不同机构对于需要增加的检验项目建议不同!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4!.’f#4325# -"2$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增加快速检验方法" 结论$FT’314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标准体系使用率高!整体评价好" 建议国家管理部门明确微生物快速检验方法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的定

位!为其发展提供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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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食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全球性食品
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将控制食品
污染和食源性疾病列为优先重点战略工作领域 (#) *
!-#-!!-#" 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监测资料
分析结果显示"在病因明确的暴发事件中由微生物
因素引起的发病人数最多"占总数的 ’%.11f#数据
来源于我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内部资料$* 设置食品中的微生物限量并
建立有效完善的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体系是保
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

FT’314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是我国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0卫生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食品标准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1 #卫办
监督函3!-#!4 4#% 号$ (!)的要求"对当时有效的微
生物检验方法进行了清理"提出了在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框架内拟形成的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目录"共
计 %# 项* !-#’ 年开展食品微生物学检验体系跟踪
评价工作时"共发布实施 !! 项食品微生物检验方
法"!-#2 年最新发布了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检验和
肠杆菌科检验两项标准"截止目前为止"共发布了
!’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

我国现行有效的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体系
包括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总则’培养基和试剂的质
量要求’各类食品检验的采样方案及各项微生物检
验方法* 为了解现有检验方法体系是否完整’现行
检验方法是否能够满足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以及食
源性微生物监测等工作需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0!-#’ 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1 #国
卫办食品函3!-#’42#4 号$ #国家卫生计生委内部
材料$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体系纳入其中"采
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体系
进行跟踪评价研究"从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
性’完整性等方面进行系统评价"以期通过跟踪评
价获得相对客观的评价结果"为进一步完善食品微
生物学检验方法标准体系提出合理化建议*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 年"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委托"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设计了调查问卷"委托国家
食品安全保障项目支持的 !! 个中西部省份开展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调查对象主要包
括政府检验机构’企业检验部门和第三方实验室的
相关检验人员"调查范围覆盖了工作方案中涉及的
#4 个省和直辖市* 其中政府检验机构包括食品药

品检验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质量监督检验所及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 企业检验部门涉及乳
制品’肉制品’水产品等各类食品企业* 对第三方
实验室没有明确的界定*
#.!$方法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采取邮寄’电子邮件’

现场调查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 问卷分为 % 个部
分%第 # 部分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姓
名’所在地’学历’就职年限和人员类别&第 ! 部分
是对 FT’314 标准体系的技术评价"包括对标准
的整体满意度’合理性’完整性及可操作性的评分
#- c" 分$以及检验方法是否能满足日常工作需
求’不能满足工作需求的原因’是否有替代方法’

是否有必要增加快速检验方法等&第 % 部分是开
放性问题"收集标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
对标准工作的建议*
#.!.!$质量控制

对参加调查的省份进行统一培训’部署工作任
务* 要求各省制定详细的调查方案"系统培训调查
人员"采用双人录入等方式保证数据录入的准确
性* 并通过现场督导’电话咨询等方式及时解决调
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证方法可靠"数据有效*
#.%$统计学分析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要求"各省通过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数据录入系统 # 9ZZY%55
]><CJ9H=&78\<&=IZ&7=$进行数据在线录入和填报"数
据采用 B)BB !!.- 和 N>7̂C\C8ZaR7IV!-#% 进行统计
分析"以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 # #!1 份"其中 3! 份
问卷因调查对象未从事食品微生物检验相关工作
而终止调查"有效问卷共计 # -"2 份* 调查对象中
研究生的比例较小为 #%.3f ##’"5# -"2$"大专及
以下和本科学历的比例分别为 %4.-f#’#!5# -"2$

和 ’2.2f#’4!5# -"2$* 工作年限在 " 年以下的人
群比例较高"占人群的 ’’.3f#’3!5# -"2$&#" 年以
上的比例最低为 #4.!f#!-%5# -"2$* 从职业构成
来看"以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检验人员为调查主体"

占人群的比例分别为 ’".1f#’1’5# -"2$和 ’3.’f
#"-#5# -"2$"来自第三方实验室的检验人员比例仅
为 ".%f#"25# -"2$*
!.!$整体评价

整体性评价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食品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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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检验方法标准的使用频率都很高"对标准的满意
度’可操作性’合理性’完整性的评分结果均在 ’ 分
以上"企业检验部门的评分高于政府检验机构 #见
表 #$* 采用 ŜH\m<V+K<VV>\*秩和检验进行分析"

不同调查对象在标准使用过程中满意度’合理性’
完整性的评分结果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可操作性评分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表 #$不同调查对象对标准的整体评价结果
@<]VI#$U‘Î<VVI‘<VH<Z>C= Î\HVZ\C8Z9I\Z<=[<̂[\8̂CP[>88ÎI=ẐI\YC=[I=Z\

调查对象
使用频率5f

高频 中频 低频
满意度
平均分

可操作性
平均分

合理性
平均分

完整性
平均分

政府检验机构 33.# #’.4 1.# ’.## ’.-4 ’.#- ’.-"

企业检验部门 1".- 1.! 2.2 ’.!1 ’.#2 ’.!" ’.!1

第三方实验室 3".- #’.% #-.3 ’.#% ’.#3 ’.%! ’.#2

注%高频为每周 # c! 次和每月 # c! 次&中频为两月 # c! 次和半年 # c! 次&低频为一年 # c! 次和几乎不用

!.%$标准体系内容评价
对标准体系完整性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

建议增加的检验项目包括肠杆菌’粪链球菌’变形
杆菌’霍乱弧菌’蜡样芽胞杆菌等病原菌以及病毒
和寄生虫#见图 #$* 不同检验机构对于需要增加的
检验项目建议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相比之下"企业更关注指示菌’致病菌"政府检验机
构已开始关注病毒和寄生虫*

图 #$不同机构建议增加检验项目分布图
_>DH Î#$(>\Ẑ>]HZ>C= P<Y C8Y ĈYC\I[ \Z<=[<̂[\

\HDDI\ZI[ ]W[>88ÎI=Z<DI=7>I\

FT’314 是否可以满足基本工作需求的调查结
果见图 !"4%.1f#44#5# -"2$的调查对象认为现行
标准体系可以完全满足或基本满足工作需求"来自
不同单位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不完全相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在认为基本满足和不能满
足工作需求的调查对象中"#2.-f ###"53#4$认为
缺乏 某 种 特 定 微 生 物 的 检 验 方 法" #1."f
##%%53#4 $ 认为具体检验方法的可操作性差"
"2.#f#’-%53#4$认为检验时限长* 在认为检验时
限较长的调查对象中"认为在食源性疾病等应急检
验任务和保质期较短的食品检验时由于检验时限
长不能满足工作需求的分别占 2’."f#!2-5’-%$和
22.-f#!225’-%$"在进口食品检验时FT’314检验
方法 检 验 时 间 长 不 能 满 足 需 求 的 占 #%.!f
#"%5’-%$*

是否有必要在 FT’314 中增加快速检验方法的
调查结果显示"4!.’f#4325# -"2$的调查对象认为

图 !$FT’314 可否满足日常工作需求调查结果
_>DH Î!$BH ‘̂IW Î\HVZ\C= Z9IVI‘IVC8FT’314

PIIZ\Z9I[<>VWMĈm ÎoH>̂IPI=Z\

有必要"来自不同机构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h-.-"$* 在认为有必要增加快速检验方
法的调查对象中"1#.#f #34!5432$认为美国分析
化学家协会#0U0X$’国际标准化组织#:BU$等国际
组织认可的快速检验方法适合纳入国家标准体系"
%.2f # %"5432 $ 认 为不 适 合 纳 入" 另 有 #".%f
##’45432$的调查对象选择不了解* 选择适合纳入
的理由包括完善标准体系#"4.2f"’3!534!$’满足
工作 需 求 # 1#.%f" 2’’534! $ 和 与 实 际 接 轨
#"%."f"’!’534!$* 选择不适合纳入的理由主要
认为不适合作为强制方法 # 3#.’f"!"5%" $"另有
!!.4f#15%"$的调查对象认为存在商业品牌问题*

图 %$FT’314 中急需修订标准的调查结果
_>DH Î%$BH ‘̂IW Î\HVZ\C8Z9I\Z<=[<̂[\=II[ ZC]I

Î‘>\I[ >PPI[><ZIVW>= FT’314

对于现行 FT’314 标准体系急需修订的标准的
调查结果见图 %""-.3f#"%"5# -"2$的调查对象认
为需要修订样品前处理方法"应进一步细化不同类
别的样品前处理方法"便于操作* 来自不同单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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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检验人员的意见不完全相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但企业检验部门和政府检验机构建议
趋势相同"均为样品前处理’致病菌’指示菌’益生
菌’总则*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方法标准的使用频率很高"对标准的满意度’

可操作性’合理性’完整性的评分结果均在 ’ 分以
上"整体评价较好* 进一步验证了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方法体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关于微生物检验方法内容的进一步完善

对现行 FT’314 标准体系急需修订的标准的调
查结果显示""-.3f的调查对象认为最为急需修订
的是样品前处理方法"其次是致病菌的检验方法*

这一结果与正在开展的标准制定’修订工作相符
合* 关于样品前处理方法"现行有效的是 !--% 版的
FT5@’314 食品卫生标准系列"包括肉与肉制品检
验"蛋与蛋制品检验"水产食品检验"冷冻饮品’饮
料检验"调味品检验"冷食菜’豆制品检验"糖果’糕
点’蜜饯检验"酒类检验 1 项标准"以及 !-#- 年新发
布的 FT’314.#1!!-#- 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检验1 (%) "在开展食品标
准清理工作时"上述内容已于 !-#% 年立项为0食品微
生物检验 采样与检验处理规程1"目前该标准项目正
在研制过程中* 关于微生物检验方法"!-#’ 和 !-#"
年标准整合过程中"菌落总数测定’大肠菌群计数’霉
菌和酵母菌检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阪崎肠杆菌
检验’沙门菌检验’大肠埃希菌 U#"3n*35EN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菌检验’乳酸菌检验’双歧杆菌检验
及诺如病毒检验等 ## 项标准已列入标准制定’修订
项目中"并已陆续出台* 这些标准的陆续出台"有
助于完善各项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
%.!$关于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从需要增加的检验项目的调查结果显示"政府
部门开始关注寄生虫和病毒的检验* 我国食品微
生物风险监测已将诺如病毒和寄生虫纳入监测项
目"!-#! 年监测结果 (’)显示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中诺
如病毒和寄生虫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国际食
品卫生法典委员会也已关注食品中的病毒和寄生
虫问题"已出台了 X0X5FQ34!!-#! 0应用食品卫
生一般原则控制食品中病毒的导则1 (") "以及正在
制定应用食品卫生一般原则控制食源性寄生虫的
导则* 目前"诺如病毒检验已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制定项目中"但食源性寄生虫的检验尚未纳入体
系* 此外"在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构建中还

应考虑方法标准与食品产品标准体系中指标的相
配套以及在风险监测过程中发现问题时先行制定
方法标准* 如 FT#4!4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1 (2)中已制定铜绿假单胞菌限量值"需
要配套相应的检验方法* 监测结果显示生食动物
性水产品中存在创伤弧菌的污染"可考虑制定创伤
弧菌的检验方法*
%.%$关于快速检测方法的定位

对于 FT’314 中是否有必要增加快速检验方法
的调查结果显示"4!.’f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增
加快速检验方法"并建议将 0U0X’:BU等国际组织
认可的快速检验方法直接纳入食品微生物检验方
法标准体系中"表明检验人员对于快速检验方法存
在需求* 这与 FT’314 是否可以满足基本工作需求
的调查结果相吻合* 在认为基本满足和不能满足
工作需求的调查对象中""2.#f的调查对象认为由
于现行微生物检验方法检验时限长"在承担食源性
疾病等应急检验任务’检验保质期较短的食品等情
况时不能满足工作需求"需要国际组织认可的快速
检验方法* 目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BE5@
标准体系中存在酶联免疫’分子生物学等快速检验
方法"主要用于进出口食品的快速检验* 0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1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 (3)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工作中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
方法对食品进行抽查检测*-按照此法律规定"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抽查检测过程中也正在考虑
指定快速检验方法"便于现场监管&因此"明确快速
检测方法的定位已迫在眉睫*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FT’314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标准体系使用率高"整体评价好* 需修订食品微
生物检验样品前处理方法和部分致病菌标准"目前
大部分项目已列入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立项中"将陆续出台* 现行的标准体系仍需进
一步完善"未来可考虑增加病毒’寄生虫等检验项
目以及与产品标准指标的配套* 此外"无论是监管
部门’行业及第三方检验机构均对快速检验方法存
在需求"建议国家管理部门明确微生物快速检验方
法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的定位"为其发展提
供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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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 年湖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情况分析

曾小娟#!侯震!!任国峰#

!#&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湖南 长沙$’#--31#
!&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湖南 长沙$’#---1$

摘$要!目的$了解湖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现况!完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促进湖南省食品行业

安全有序发展" 方法$通过整理资料收集 !-#-*!-#" 年在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已备案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的数量%备案时间%备案企业所在地%备案食品类别信息以及申请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不成功原因!应用 B)BB #4.-

进行数据录入%整理及描述性分析" 结果$!-#-*!-#" 年湖南省共备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 -%2 份!标准备案数量呈

逐年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f" 共涉及 !4 类食品!其中饮料类产品备案最多#!3.%f!# %335" -%2$" 长

沙地区企业标准备案最多!占全省的 ’%."f#! #4-5" -%2$"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申请被退回的主要原因有原料

使用不当%+要求,项不符%可按已有标准执行%食品名称不符合 FT33#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等!其中原料使用不当导致被退回的数量最多 #%-.!f!’!5#%4$" 结论$在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

中!应当加强企业对标准的重视%注重编制说明以及开展食品企业相关人员食品安全标准知识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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