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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北京市市售保健食品的微生物污染情况,为保健食品安全质量保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

2011—2019 年北京市市售的 4
 

325 份保健食品按 GB
 

4789 规定方法检测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致病菌

及其他污染菌,并进行统计与分析。 结果 　 4
 

325 份保健食品总合格率为 98. 71% (4
 

269 / 4
 

325),年度合格率呈逐

年升高趋势,2011 年为 94. 52%(207 / 219),2019 年为 99. 54%(653 / 656)。 不同剂型保健食品的合格率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χ2 = 34. 94,P< 0. 01),其中膏状类保健食品样品合格率最高 ( 100. 00%,50 / 50),其余依次为口服液

(99. 80%,510 / 511)、片剂(99. 21%,1
 

135 / 1
 

144)、固体冲剂(99. 13%,340 / 343)、胶囊(98. 63%,1
 

803 / 1
 

828)、丸剂

(97. 06%,66 / 68)、保健茶(95. 80%,365 / 381)。 四项微生物指标中以菌落总数不合格率最高(0. 83%,36 / 4
 

325),

其余依次为霉菌和酵母菌(0. 46%,20 / 4
 

325)、大肠菌群( 0. 30%,13 / 4
 

325)。 所有样品均未检出沙门菌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但其中 156 份样品共分离出 185 株环境常见菌和条件致病菌。 结论 　 北京市市售保健食品微生物学合

格率逐年提高,但仍存在一定的微生物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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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测;
 

污染;
 

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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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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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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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situation
 

of
 

health
 

foods
 

sold
 

in
 

Beijing,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quality
 

assurance
 

of
 

health
 

foods.
 

Methods　 4
 

325
 

samples
 

of
 

health
 

foods
 

sold
 

in
 

Beijing
 

from
 

2011
 

to
 

2019
 

were
 

tested
 

for
 

the
 

contamination
 

of
 

aerobic
 

plate
 

count,
 

moulds
 

and
 

yeasts,
 

coliforms
 

and
 

pathogenic
 

bacteria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specified
 

in
 

GB
 

4789.
 

Results 　 In
 

the
 

9
 

years,
 

the
 

total
 

qualification
 

rate
 

was
 

98. 71%

(4
 

269 / 4
 

325) ,
 

and
 

the
 

qualification
 

rate
 

increased
 

from
 

94. 52% ( 207 / 219)
 

in
 

2011
 

to
 

99. 54% ( 653 / 656)
 

in
 

2019
 

year
 

by
 

year.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fferent
 

dosage
 

form
 

of
 

health
 

foods ( χ2 = 34. 94,

P<0. 01) ,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paste
 

sample
 

was
 

the
 

highest ( 100. 00% , 50 / 50) , and
 

that
 

of
 

the
 

following
 

dosage
 

forms
 

decreased
 

in
 

order:
 

oral
 

liquid
 

(99. 80% , 510 / 511) ,
 

tablets
 

(99. 21% , 1
 

135 / 1
 

144) ,
 

solid
 

granules
 

(99. 13% ,

340 / 343) ,
 

capsules
 

(98. 63% , 1
 

803 / 1
 

828) ,
 

pills
 

( 97. 06% , 66 / 68) ,
 

and
 

health
 

tea
 

( 95. 80% , 365 / 381) .
 

The
 

result
  

of
 

four
 

microbial
 

indicators
 

of
 

4
 

325
 

health
 

foods
 

showed
 

that
 

aerobic
 

plate
 

count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moulds
 

and
 

yeasts,
 

and
 

coliforms,
 

which
 

were
 

0. 83% (36 / 4
 

325) ,
 

0. 46% (20 / 4
 

325)
 

and
 

0. 30% (13 / 4
 

325)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almonella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detected
 

in
 

all
 

samples.
 

However,
 

among
 

the
 

156
 

samples,
 

185
 

strains
 

were
 

isolated
 

which
 

contained
 

a
 

variety
 

of
 

common
 

environmental
 

bacteria
 

and
 

conditional
 

pathogens.
 

Conclusion 　 The
 

microbiological
 

qualification
 

rate
 

of
 

health
 

food
 

sold
 

in
 

Beijing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2011
 

to
 

2019,
 

but
 

there
 

was
 

still
 

a
 

certain
 

risk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Key
 

words:
 

Health
 

food;
 

microbiological
 

detection;
 

contamination;
 

qualified
 

rate

　 　 保健食品主要是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

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供特定人群食用,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

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 1] 。 随着人们对健康

质量要求的提高,保健食品品种不断丰富,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在维护人类健康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但需看到,目前市售保健食品的安全质量仍

然良莠不齐,乱象不断,既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

健康,也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其中微生物污染

是影响保健食品安全质量的主要问题之一,各国

有关部门均制定和完善了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和卫生标准,国内外也有学者尝试应用现代生物

技 术 对 保 健 食 品 中 的 污 染 菌 进 行 分 析 和 溯

源 [ 2-3] ,但对保健食品微生物污染特征及变化趋

势尚缺乏系统研究,国内对保健食品的微生物学

状况分析仅见河南省、湖南省等地方性报道 [ 4-5] 。
基于此,本研究对 2011—2019 年北京市市售保

健食品微生物学检测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

摸清北京市保健食品中微生物污染的本底状态

和发展规律,探索保健食品中致病菌污染的特点

及其相关检测路径,为更加有效控制保健食品生

产和流通中微生物污染的新策略、新技术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样品来源

样品来自 2011—2019 年北京市范围内正规药

店、超市、批发市场等经营企业销售的涉及“保健食

品”标志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及营养素

补充剂共 4
 

325 份,保健功能类别包括增强免疫力、
辅助改善记忆、通便、清咽、减肥、改善睡眠等 23 类,
剂型包括胶囊、片剂、口服液、保健茶、固体冲剂、丸
剂、膏浆等 7 种。
1. 1. 2　 主要仪器与试剂

VITEK2-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系统(法国生

物梅里埃) , DL-CJ-2ND 超净工作台,生物安全柜,
MIR-254 型生化培养箱,PL2002 电子天平,BX61 显

微镜。
平板计数琼脂培养基、孟加拉红琼脂培养基、

乳糖胆盐培养基、月桂基硫酸盐胰蛋白胨( LST) 肉

汤、煌 绿 乳 糖 胆 盐 肉 汤 ( BGLB ) 、 缓 冲 蛋 白 胨 水

( BPW) 、亚硒酸盐胱氨酸 ( SC) 增菌液、亚硫酸铋

( BS)琼脂、木糖赖氨酸脱氧胆盐( XLD)琼脂等均购

自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环凯微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沙门

菌属诊断血清(丹麦 Statens
 

Serum
 

Institu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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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方法

1. 2. 1　 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菌落总数测定、霉菌和酵母计数、大肠菌群计

数、沙门菌检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分别按照现

行有效的 GB
 

4789 系列标准 [ 6-10] 进行。 沙门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分离培养基上生长的其他污染菌经

分离纯化后,进行革兰染色和生化鉴定。
1. 2. 2　 结果判定

参照 GB
 

16740—2014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

健食品》 [ 11] 和相应企业标准进行准综合判定。 若被

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 GB
 

16740—2014 中相

应检验项目的标准要求时,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

要求判定。 四项微生物学指标中任一项不合格,即
判定该样品不合格。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4. 0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使 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以 α = 0. 05 为检验水准,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保健食品微生物学检验结果与年度分析

4
 

325 份保健食品样品中合格样品为 4
 

269 份,
不合格样品 56 份,合格率为 98. 71%,其中,菌落总

数不合格率(0. 83%,36 / 4
 

325)最高,其次为霉菌和

酵母 菌 ( 0. 46%, 20 / 4
 

325 ) 、 大 肠 菌 群 ( 0. 30%,
13 / 4

 

325) ,不同指标的不合格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χ2 = 47. 628,P < 0. 001) 。 所有样品均未检出

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2011—2019 年各年度合格率分别为 94. 52%

(207 / 219)、 97. 73% ( 172 / 176)、 97. 81% ( 179 / 183)、
98. 62% ( 502 / 509 )、 98. 87% ( 523 / 529 ) 、 98. 91%
(723 / 731) 、98. 99% ( 687 / 694) 、99. 20% ( 623 / 628)
和 99. 54%(653 / 656) ,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 各年

度合 格 率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2 = 38. 09,
P<0. 01) ,见图 1。

图 1　 2011—2019 年不同年份保健食品微生物学指标合格率

Figure
 

1　 Qualification
 

rate
 

of
 

microbiological
 

indicators
 

of
 

health
 

food
 

in
 

different
 

years
 

from
 

2011
 

to
 

2019

2. 2　 不同剂型保健食品微生物学指标合格率分析

按保健食品剂型统计,不同剂型的保健食品微

生物学指标合格率存在一定的差异,膏浆类样品的

合格率最高( 100. 00%,50 / 50) ,保健茶合格率最低

(95. 80%,365 / 381) 。 各剂型合格率之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χ2 = 34. 94,P<0. 01) ,见表 1。

表 1　 不同剂型保健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指标合格率

Table
 

1　 Qualification
 

rate
 

of
 

microbiological
 

indicators
 

of
 

different
 

dosage
 

forms
 

of
 

health
 

foods
样品种类 检测样品份数 合格样品份数 合格率 / %
胶囊 1

 

828 1
 

803 98. 63
片剂 1

 

144 1
 

135 99. 21
口服液 511 510 99. 80
保健茶 381 365 95. 80
固体冲剂 343 340 99. 13
丸剂 68 66 97. 06
膏浆 50 50 100. 00
合计 4

 

325 4
 

269 98. 71

2. 3　 不同剂型保健食品微生物学指标不合格情况

分析

5 种剂型样品的菌落总数测定不合格,分别为

丸剂、保健茶、胶囊、片剂、口服液,其不合格率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31. 34,P< 0. 01) ;4 种剂型

样品的霉菌和酵母计数不合格,分别为保健茶、胶

囊、固体冲剂、片剂,不合格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χ2 = 8. 49,P>0. 05) ;4 种剂型样品的大肠菌群计

数不合格,分别为保健茶、胶囊、片剂,不合格率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59. 84,P<0. 01) ,见表 2。

2. 4　 保健食品其他污染菌的分离鉴定

从 156 份保健食品样品的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分离培养基上共分离到 185 株其他污染菌。 鉴

定结果表明,分离菌株以阴沟肠杆菌、泛菌属、肺炎

克雷伯菌克罗诺杆菌等肠杆菌科为主,占 5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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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4
 

325 份保健食品微生物学指标的分类检测

Table
 

2　 Detec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hygienic
 

microbiological
 

indexes
 

of
 

4
 

325
 

health
 

foods

样品种类
检测
份数

菌落总数 霉菌和酵母 大肠菌群 致病菌

不合格份数 不合格率 / % 不合格份数 不合格率 / % 不合格份数 不合格率 / % 不合格份数 不合格率 / %
胶囊 1

 

828 17 0. 93 12 0. 66 3 0. 16 0 0. 00
片剂 1

 

144 5 0. 44 3 0. 26 1 0. 09 0 0. 00
口服液 511 1 0. 20 0 0. 00 0 0. 00 0 0. 00
保健茶 381 11 2. 89 4 1. 05 9 2. 36 0 0. 00
固体冲剂 343 0 0. 00 1 0. 29 0 0. 00 0 0. 00
丸剂 68 2 2. 94 0 0. 00 0 0. 00 0 0. 00
膏浆 5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合计 4

 

325 36 0. 83 20 0. 46 13 0. 30 0 0. 00
注:致病菌指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菌

(103 / 185) ,其次为肠球菌 ( 16. 76%,31 / 185) 和葡

萄球菌( 8. 65%,16 / 185) ,见图 2,其中大部分为环

境或人体的正常菌群,如地衣芽胞杆菌、枯草芽胞

杆菌、阴沟肠杆菌、施氏假单胞菌、人葡萄球菌等;
也有部分菌株为条件致病菌,包括克罗诺杆菌、肺

炎克雷伯菌、解尿氨酸拉乌尔菌、非脱羧勒克菌等。

图 2　 保健食品中其他污染菌的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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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微生物学检验是保健食品质量的重要保障和

必要程序。 2011—2019 年北京市市售保健食品微

生物学指标总体合格率 98. 71%,高于其他省市保

健品抽检的合格率 [ 4-5] ;年度合格率由 2011 年的

94. 52%逐年上升到 2019 年的 99. 54%,且年度间合

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所有样品中均未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菌。 表明随着近年北

京市政府和监管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大,生产企业的

食品安全意识以及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都得到较

大的提高。
尽管如此,本研究发现仍存在一定比例的保健

品微生物指标不合格,如菌落总数 ( 0. 83%) 、霉菌

和酵母( 0. 46%) 、大肠菌群( 0. 30%) 。 食品的菌落

总数既可作为食品清洁状态或被微生物污染程度

的标志,又可用于预测食品的耐保藏期限;食品中

霉菌和酵母在某些情况下生长,也可导致食品腐败

变质,或合成有毒的代谢产物(霉菌毒素) ,并进一

步引起急性或慢性食源性疾病,特别是黄曲霉毒素

等霉菌毒素还具有强烈的致癌性;大肠菌群作为粪

便污染指示菌,反映了食品被人和温血动物粪便污

染的程度,也提示着该食品存在肠道致病菌污染可

能性。
本研究发现不同剂型保健食品的合格率存在

差异,其中膏浆、固体冲剂、口服液、片剂的合格率

相对较高。 丸剂的菌落总数不合格率最高,这可能

与丸剂的加工工艺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保健茶三

项指标不合格率都远高于其他剂型保健食品,究其

原因,由于保健茶大都采用食药同源的中草药为原

料,进行碎片化或粉碎等物理加工,几乎没有更多

的后期提取或制剂等加工工序,而中草药或植物原

料在种植过程中易受不洁水源或土壤的污染,且在

保健茶的制作过程或储存、运输环节中易因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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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等因素导致微生物滋生。 胶囊类保健食品,多
数也是以各种天然植物及中草药为原料,与保健茶

存在相似的污染风险,因此,对天然原料组方的保

健食品,需要强化微生物污染的控制和更严格的质

量控制。
本研 究 中 4

 

325 份 保 健 食 品 均 未 检 出 GB
 

16740—2014 中规定不得检出的沙门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但在致病菌的分离平板中,分离出 185 株其

他细菌,除了地衣芽胞杆菌、阴沟肠杆菌、表皮葡萄

球菌等环境、人及动物体内正常菌群外,还分离到

多种条件致病菌,风险不容忽视,如克罗诺杆菌(原

称为阪崎肠杆菌) 可引起婴幼儿感染 [ 12] ,肺炎克雷

伯菌可以使免疫力低的人群罹患肺炎,阴沟肠杆菌

可造成医院感染 [ 13-14] ,拉乌尔菌可使化疗期免疫力

低下的患者感染 [ 15] 。 另外,有文献报告 [ 16] 腹泻患

者粪便中发现非脱羧勒克菌。 2004 年联合国粮农

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 ( FAO / WHO) 根据对婴幼儿致

病潜力风险对婴幼儿配方食品中致病菌进行分类,
将弗氏柠檬酸杆菌、 阴沟肠杆菌列为 B 类 致 病

菌 [ 17] ,因此,对这些污染菌的控制也应给予关注。
本研究中的污染菌是从致病菌分离培养基上分离

出的菌株,还有些菌株可能受到培养基选择性的影

响而被漏检,应进一步开展保健食品中细菌污染状

况的专题研究,为保健食品微生物控制和标准制修

订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北京市市售保健食品安全质量呈逐年

提升的发展趋势,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食品

监管和技术部门应及时调整保健食品生产的科学监

管模式,借助生物信息学技术,强化建设食品安全监

管系统微生物收集和溯源的技术平台,分析所分离微

生物基因特征,精准查找食源性致病菌、条件致病菌

的来源,为从源头上控制食品微生物污染提供有力支

撑,为市场提供合格安全的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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