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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网络外卖食品安全风险，为完善广州市外卖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　2018—2021 年在广州市白云区采集 174 份网络外卖食品，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GB 4789）对样品中菌落总数、大肠埃希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蜡样芽胞杆菌、

副溶血性弧菌进行培养和鉴定。结果　2018—2021 年监测样品总体不合格率为 20. 1%（35/174），其中菌落总数和

大肠埃希菌不合格率较高，不同年度的不合格率及不同类别食品的不合格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单因

素分析发现不同室外湿度、不同食品中心温度样品的合格率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食物中心温度越高（OR=0. 917，95% CI：0. 876~0. 960），食品不合格率越低；对不同品种的外卖食品

进行组间比较发现，以米饭加菜类为参照组，凉拌菜类（OR=0. 010，95% CI：0. 001~0. 159）、寿司手卷类（OR=0. 041，

95% CI：0. 002~0. 771）的不合格率更低（P<0. 05）。结论　广州市白云区的网络外卖食品存在一定程度的细菌污

染，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网络外卖食品的监督管理，规范餐饮行业的操作流程，提高管理水平。

关键词：网络外卖食品； 食源性致病菌； 微生物污染； 广州

中图分类号：R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56（2023）05-0757-06
DOI:10. 13590/j. cjfh. 2023. 05. 020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in online takeaway food in Baiyu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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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food safety guarantee system in Guangzhou， an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to the safety risks of online takeaway food in Baiyun district. Methods　 From 2018 to 2021， 174 
online takeaway f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The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of the samples， 
including the total bacterial count， Escherichia coli， Salmonella， Staphylococcus aureus， Listeria monocytogenes， Bacillus cerus 
and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were cultured and identified.  Results　Of the 174 online takeaway food samples collec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from 2018 to 2021， 35 （20. 1%） were contaminated with harmful microorganisms.  Importantly， Escherichia 

coli was the most common contaminant.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samples varied significantly by year and food type （P<0. 05）.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qualified rate of samples varied significantly for samples with different food center 
temperatures and outdoor humidity conditions （P<0. 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 higher 
food center temperature wa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unqualified rate （OR=0. 917， 95% CI： 0. 876-0. 960）.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rice dish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ld dishes （OR=0. 010， 95% CI： 0. 001-0. 159） and 
sushi hand rolls （OR=0. 041， 95% CI： 0. 002-0. 771） （P<0. 05）. Conclusion　 The study’s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certain degree of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prevails in takeaway food in the Baiyun district of Guangzhou.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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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department should take steps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food businesses.  Importantly， the 
department should develop and implement more stringent food safety standards
Key words： Online takeaway food； foodborne pathogens；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Guangzhou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餐

饮行业也几经挑战，应运而生的网络订餐因方便、

快捷、服务个性化等特点深受消费者欢迎。外卖服

务从一开始的电话订餐模式，逐步发展到多家第三

方平台提供网络外送服务［1］。调查发现，2017 年我国

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的市场用户数量高达 3 亿人［2］，

网络订餐已经成为在家做饭、外出就餐以外的重要

就餐形式，方便用餐的同时，网络订餐也伴随许多

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例如网络经营资质、食品加工

制作及配送过程的卫生状况、售后服务等［3］。查询

相关网站发现，广州市 2018 年和 2019 年网络订餐

食品经营企业剧增，从 2016 年 3 872 家增至 2019 年

12 899 家，其中白云区的网络订餐单位有 11 319 家，

位居广州市第 2 位。近年来网络外卖的快速发展

带来订餐是否规范、监管是否到位等问题，本研究

对广州市白云区 2018—2021 年网络外卖食品卫生

状况进行监测与分析，了解辖区内网络外卖食品安

全风险，为完善广州市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采集

2018—2021 年在白云区中心城区及周边 4 个

乡镇，选取 A、B、C、D 等网络订餐平台为采样对象，

匿名随机对人气高、消费量大的线上餐饮单位的午

餐（11：00-14：00）进行采样。采样食品种类包括凉

拌类、荤素搭配米饭类、熟肉制品和寿司手卷类。

记录采样当天空气温度、湿度、配送时间、配送距

离，并测量样品中心温度。共采集 174 份网络外卖

食品。采样后冷藏保存 2 h 内送实验室检验。

1. 2　实验方法

按照广州市下发的《广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工作手册》的要求，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

生物学检验》（GB 4789）对样品中菌落总数、大肠埃

希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菌、蜡样芽胞杆菌、副溶血性弧菌进行培养和

鉴定。

1. 3　评价标准

本次采样检验结果评价参照《广东省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DBS 44/
006—2016）［4］，详见表 1。样品的检验指标≥1 项不

合格即为样品不合格。

1.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2010 软件建立数据库对数据进行

整理，运用 SPSS 19. 0 软件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各组间样品合格率采用 χ2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

析，并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筛选，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不同年度网络外卖食品微生物检测结果

2018—2021 年共采样及检测样品 174 份，其中

有 35 份不合格，总体不合格率为 20. 1%（35/174）。

4 年的不合格率分别为 33. 3%（20/60）、18. 3%（11/
60）、6. 7%（2/30）和 8. 3%（2/24）。不同年度的不合

格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2. 09，P<0. 05）。详

见表 2。
4 年的菌落总数不合格率分别为 25. 0%（15/

表  1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指标

Table 1　Microbial limit index of non-prepackaged ready-to-eat food
项目

菌落总数/（CFU/g(mL)）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指示微生物

大肠埃希氏菌/（CFU/g(mL)）
致病菌

沙门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副溶血性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蜡样芽胞杆菌

评价等级

满意

<104

<105

<106

20
未检出/25 g
未检出/25 g

<100
<20
<103

可接受

104~105

105~106

106~107

20~100
不适用

不适用

100- <103

20~104

103~105

不合格

≥105

≥106

≥107

>100
检出/25 g
检出/25 g

≥103

>104

>105

检验方法

GB 4789.2[5]

GB 4789.38 第二法 [6]

GB 4789.4[7]

GB 4789.30[8]

GB 4789.7[9]

GB 4789.10 第二法 [10]

GB 4789.14 第一法 [11]

注：荤素搭配米饭类按第一类食品进行评价，熟肉制品类按第二类食品进行评价，凉拌类按第三类食品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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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 0%（6/60）、0（0/30）和 4. 2%（1/24），年度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 58，P<0. 05），不合格率

呈逐年下降趋势。4 年的大肠埃希菌不合格率分别

为 5. 0%（3/60）、10. 0%（6/60）、6. 7%（2/30）和

4. 2%（1/24），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 336，P>
0. 05）。4 年的致病菌不合格率为 2. 87%（5/174）。

其中，2019 年 1 份日式肥牛饭沙门菌不合格，2018
年 2 份样品（白切鸡、鲜虾云吞牛腩面）蜡样芽胞杆

菌、1 份张飞酱牛肉沙门菌和 1 份白切鸡金黄色葡

萄球菌不合格。2018—2021 年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菌和副溶血性弧菌均合格。详见表 3。
2. 2　不同品种网络外卖食品卫生指示菌污染情况

将不同品种的网络外卖餐饮食品分为 4 类（米

饭加菜类、熟肉制品类、凉拌菜类、寿司手卷类），微

生物污染不合格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熟肉制品类

（33. 3%，10/30）、米饭加菜类（22. 9%，22/96）、凉拌

菜类（6. 5%，2/31）、寿司手卷类（5. 9%，1/17）。不

同类别食品不合格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9. 476，P<0. 05），详见表 2。

4 个品种中，米饭加菜类的菌落总数不合格率最

高，为 18. 8%（18/96），其次是熟肉制品类（13. 3%，

4/30），凉拌菜类和寿司手卷类均合格。不同品种的

食品菌落总数不合格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0. 750，P<0. 05）。不同品种的食品大肠埃希菌不合

格 率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χ2=2. 472，P>0. 05），详

见表 4。
2. 3　网络外卖食品微生物污染状况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发现，不同室外湿度、不同食品中

心温度的样品合格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 05）。室外湿度越低、中心温度越高，外卖食品的

合格率越高。而外卖食品的不同包装材质（塑料、

发泡、铝箔和其他材质）、不同采样季节、不同外卖

平台、购买价格、店铺评分、运送距离、储存方式（保

温或非保温）、室外温度、派送耗时的样品的合格率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 05）。详见表 2。
2. 4　网络外卖食品微生物污染状况多因素分析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食物中心温度和不

同样品分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食物中

心温度越高（OR=0. 917，95% CI：0. 876~0. 960），食

品不合格率越低；对不同品种的外卖食品进行组间

比较发现，以米饭加菜类为参照组，凉拌菜类（OR=
0. 010，95% CI：0. 001~0. 159）、寿 司 手 卷 类（OR=
0. 041，95% CI：0. 002~0. 771）的 不 合 格 率 更 低

（P<0. 05）。

3　讨论

随着网络餐饮业的发展，网络外卖类即食食品

成为餐饮行业主要食品类别之一，但是由于供应方

表  2　广州市白云区网络外卖配送餐样品微生物污染状况

分布差异

Table 2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of microbiological 
contamination of online takeaway food samples in Baiyun 

District of Guangzhou
变量

监测年份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样品分类

米饭加菜类

熟肉制品类

凉拌菜类

寿司手卷类

包装材质*
塑料餐盒

发泡餐盒

铝箔餐盒

其他餐盒

采样季节

春

夏

秋

冬

外卖平台*
A
B
C
D
其他

总价格/元

<20
20~50
≥50

店铺评分/分

<4
4~4.4
≥4.5

运送距离/km
<2
2~4
≥5

储运方式

保温

非保温

室外温度/℃
<30
≥30

室外湿度/%
<60
≥60

食物中心温度/℃
<50
≥50

配送耗时/min
<30
30~59
≥60

合格/[n(%)]
22(91.7)
28(93.3)
49(81.7)
40(66.7)
74(77.1)
20(66.7)
29(93.5)
16(94.1)

121(81.2)
7(53.8)
5(100)
6(85.7)

20(76.9)
46(82.1)
47(75.8)
26(86.7)
52(70.3)
52(83.9)
23(95.8)
10(83.3)

2(100)
9(69.2)

110(84.0)
20(66.7)
13(92.9)
71(78.9)
45(75.3)
48(76.2)
86(82.7)

5(71.4)
109(81.3)

30(75.0)
55(83.3)
84(77.8)
34(94.4)

105(76.1)
65(73.9)
74(86.0)
31(75.6)
99(80.5)

9(90.0)

不合格/[n(%)]
2(8.3)
2(6.7)

11(18.3)
20(33.3)
22(22.9)
10(33.3)

2(6.5)
1(5.9)

28(18.8)
6(46.2)
0(0.0)
1(14.3)
6(23.1)

10(17.9)
15(24.2)

4(13.3)
22(29.7)
10(16.1)

1(4.2)
2(16.7)
0(0.0)
4(30.8)

21(16.0)
10(33.3)

1(7.1)
19(21.1)
14(23.7)
15(23.8)
18(17.3)

2(28.6)
25(18.7)
10(25.0)
11(16.7)
24(22.2)

2(5.6)
33(23.9)
23(26.1)
12(14.0)
10(24.4)
24(19.5)

1(10.0)

χ2值
12.09

9.476

5.715

1.820

8.834

5.540

1.893

1.357

0.771

0.787

5.988

4.017

1.131

P 值

0.007

0.024

0.096

0.611

0.050

0.065

0.433

0.558

0.500

0.439

0.018

0.045

0.574

注：*表示采用 Fisher精确概率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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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不同、监管的局限性使得该行业存在较大的食

品安全风险。目前国内并没有通用即食食品微生

物限量标准，本次调查参考的是广东省地方标准，

对比国内外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标准［12］，微生物指

标分为指示菌和致病菌。广东省的地方标准参考

中国澳门［13］、英国等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要求，将

即食食品中的微生物监测结果根据指示菌和致病

菌的情况分为满意、可接受和不合格 3 个水平［14］。

研究结果表明，2018—2021 年白云区网络外卖

食品的不合格率为 20. 1%，与 2017 年广州市网络

外卖调查［15］及外省研究［16］结果一致，而 2017 年越

秀区网络外卖样品监测不合格率为 39. 17%［17］，与

白云区 2018 年监测结果基本相符。本次研究样品

致病菌不合格率为 2. 87%，与越秀区结果相近，低

于白云区 7 大类市售食品致病菌检出率 7. 17%［18］，

说明即食外卖食品致病菌污染风险较低，同时反映

白云区网络外卖的卫生状况呈现近年来逐步好转

的情况。为规范网络外卖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我

国于 2018 年颁布了《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19］。白云区近年来网络外卖不合格率呈

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完善

网络订餐经营制度，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提高网

络外卖食品的安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

菌落总数是指在某个温度下在特定的培养基

上生长的菌落数量，菌落总数超标说明食物的加工

过程中卫生堪忧或存在储存不当的情况［20］。大肠

埃希菌是人类和温血动物肠道的正常菌群，属于条

件致病菌，检出大肠埃希菌提示食品可能受到粪便

污染。二者均为食品卫生指示菌，可评估食品的一

般卫生状况。研究发现，本次监测网络外卖食品主

要不合格指标是卫生指示菌，其中米饭加菜类食品

菌落总数不合格率高于其他食品，该类食品属于第

一类食品，具有更严格的限量标准，提示该食品在

生产加工运输过程中受污染的风险大。

从食物中心温度分析，中心温度越高，网络外

卖食品不合格率越低。有研究发现 20 ℃~40 ℃是

细菌生长繁殖良好的温度范围，盒饭随着储存时间

的延长，菌落总数呈指数级递增［21］，提示食品保持

较高的中心温度不利于细菌的生长，因此，网络外

卖食品在配送过程中的保温装备及配送的及时性

对于食品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经过 4 年连续监测发现，

广州市白云区的网络外卖食品存在一定程度的细

菌污染，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网络外卖食品的

监督管理，进一步强化餐饮单位人员食品安全意

识，对加工储存运输环节进行规范化要求，提高网

表  5　2018—2021 年广州市白云区网络外卖配送餐样品微生物污染状况多因素分析

Table 5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of online takeaway food samples in Baiyun District of 
Guangzhou from 2018 to 2021

变量

样品分类

米饭加菜类

熟肉制品类

凉拌菜类

寿司手卷类

食物中心温度/℃

β

—

-1.114
-4.619
-3.193
-0.087

S.E.

—

0.826
1.420
1.496
0.023

Walds

11.88
1.817

10.586
4.554

13.728

P

0.008
0.178
0.001
0.033

<0.001

OR（95%CI）
1

0.328（0.065~1.658）
0.010（0.001~0.159）
0.041（0.002~0.771）
0.917（0.876~0.960）

表  3　2018—2021 年广州市白云区网络外卖餐饮食品微生物检测结果（N=174）
Table 3　Microbial detection results of online takeaway food in Baiyun District of Guangzhou from 2018 to 2021（N=174）

检测项目

菌落总数*
大肠埃希菌

沙门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副溶血性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蜡样芽胞杆菌

2021 年(N=24,份/%)
不合格

1(4.2)
1(4.2)
0(0.0)
0(0.0)
0(0.0)
0(0.0)
0(0.0)

合格

23(95.8)
23(95.8)
24(100)
24(100)
24(100)
24(100)
24(100)

2020 年(N=30,份/%)
不合格

0(0.0)
2(6.7)
0(0.0)
0(0.0)
0(0.0)
0(0.0)
0(0.0)

合格

30(100)
28(93.3)
30(100)
30(100)
30(100)
30(100)
30(100)

2019 年(N=60,份/%)
不合格

6(10.0)
6(10.0)
1(1.7)
0(0.0)
0(0.0)
0(0.0)
0(0.0)

合格

54(90.0)
54(90.0)
59(98.3)
60(100)
60(100)
60(100)
60(100)

2018 年(N=60,份/%)
不合格

15(25.0)
3(5.0)
1(1.7)
0(0.0)
0(0.0)
1(1.7)
2(3.3)

合格

45(75.0)
57(95.0)
59(98.3)
60(100)
60(100)
59(98.3)
54(90.0)

注：*：菌落总数按 DBS 44/006—2016 中三类食品的评价标准分别进行评价；“可接受”和“满意”为合格

表  4　2018—2021 年广州市白云区不同品种网络外卖餐饮

食品卫生指示菌检测结果

Table 4　Detection results of hygienic indicator bacteria in 
different types of online takeaway food in Baiyun District of 

Guangzhou from 2018 to 2021
检测项目

米饭加菜类

熟肉制品类

凉拌菜类

寿司手卷类

χ2值
P 值

菌落总数/[n(%)]
不合格

18(18.8)
4(13.3)
0(0.0)
0(0.0)
10.75

0.008

合格

78(81.3)
26(86.7)
31(100)
17(100)

大肠埃希菌/[n(%)]
不合格

5(5.2)
4(13.3)
2(6.5)
1(5.9)
2.472
0.441

合格

91(94.8)
26(86.7)
29(93.5)
1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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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外卖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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