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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我国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现况及对策研究

陈潇!刘秀梅!王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摘$要!本文概述了我国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的现况!分析了 &"%! 年食品标准清理工作中!微生物检验方法

标准存在的问题" 清理专家技术组对我国现行的 %?! 项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进行逐项审议后!提出了明确的清理

意见!最终提出了拟形成的 +N’#7* 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共 !% 项" 在总结#分析标准清理工作的基础上!探

讨了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为监管部门和相关行业人员更好的理解和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为进一步完成标准整合工作#完善标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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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要求"国家卫生与人口
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了-食
品标准清理工作方案通知.$卫办监督函0&"%&1*%!
号% (%) * &"%& 年 %" 月全面启动食品标准清理工作"
成立 7 类食品标准清理领导小组和专家技术组&食
品产品组’理化检验方法组’微生物检验方法组’毒
理学评价程序组’特殊膳食类食品组’食品添加剂
组’食品相关产品组和生产经营规范组"对现行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
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进行清理* 其中微生
物检验方法标准清理专家技术组负责研究提出微

生物检验方法标准框架体系和现行微生物检验方
法标准的清理建议*

本文重点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对重点问题的处理进行了
归纳和探讨"供下一步工作参考*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通过公开征集’网络检索查询等方式"收集现行
有效的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包
括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等致病性微生物"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指示性微生
物检验方法标准"以及诺沃克病毒等食品微生物检验
方法标准共计 %?! 项"相关标准情况如表 % 所示*
%:&$方法

清理工作初期成立了食品标准清理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重大事项审议’督促和检查工作 (&) * 为开
展微生物检验方法具体清理工作"成立了由来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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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清理的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情况统计
VJROQ%$6F]]QTKSCCSSZ YUJGZJTZYSC]IBTSRISOS/IBJOQ̂J]IGJUISG CSTBOQJGIG/,FW

分类 性质 数目 举例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合计

强制性 %’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推荐性 &*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强制性 ! 6E"%?7!%**&-出口食品平板菌落计数.

推荐性 %%# Ec.V)))!&""&-动物产品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杆菌的检测方法.
%?!

科研院所’监管机构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微生
物检验方法标准清理专家技术组"具体负责微生物
检验方法标准清理的技术工作*

根据微生物检验方法的技术特点"标准清理专
家技术组讨论并通过了-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清理
工作实施方案.以及-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综合评
价表."确定了具体的清理工作方式* 工作过程中
考虑不同管理部门在类似标准管理方面的现状"借
鉴或采纳国际指南和方法"同时充分考虑我国现阶
段发展情况"清理工作采取了专家分组’集中工作
的形式"对每一项待清理的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进
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评估"并结合微生物检验技术的
发展和需求"研究制定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框架内
的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目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审评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将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
准目录及工作进展在网站上公开发布 (! e’) "同时承
担了标准清理工作完成后公开征求意见的工作"确
保标准清理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未来标准
整合工作的可操作性*

&$结果与分析
&:%$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
&:%:%$交叉重复

通过对现行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的清理"发现
存在同一被测指标有多个检验方法标准的问题*
例如" 现 行 有 关 沙 门 菌 的 检 验 方 法 标 准 有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
验. ()) ’6E"%#"!%**&-出口食品沙门氏菌属$包括
亚利桑那菌%检验方法. (?) 和 6E.V&))&:)!&"%"
-乳及乳制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方法 第 ) 部分&沙
门氏菌检验. (#) "! 个标准所规定的检验方法均为传
统菌落分离鉴定法"方法原理’技术内容基本一致*
&:%:&$实用性不强

部分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中的方法较为
繁琐’操作性不强* 例如 +N’#7*:!’!&"%& -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 双歧杆菌鉴定. (7)中的 ):’:& 生化鉴
定"在附录 N中规定了 )" 项生化反应"但实际检验
工作中难以让 )" 项生化反应都完全符合生化表中
的规定* 若没有满足全部 )" 项生化反应"应如何对
结果进行判定"标准中也没有作出说明*

&:%:!$标龄过长
一些现行标准的标龄过长"有的甚至超过了

&" 年* 例如 6E"%?7!%**& -出口食品平板菌落计
数. (*) "需要对标准技术内容重新进行验证*
&:%:’$未依法废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第二章第
六条规定+在公布国家标准之后"该项行业标准即
行废止,* 然而本次工作中发现有些行业标准尽管
已经有了对应的国家标准"但其仍是现行有效"例
如 6E.V"%##!&"%%-出口食品中产气荚膜梭状芽
孢杆菌计数方法. (%%) "该标准规定的方法原理和检
验程序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N’#7*:%!!&"%&-食
品微生物学检验 产气荚膜梭菌检验. (%&)基本一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要求"应废止*
&:&$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清理结果

清理工作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
书处组织清理专家技术组对需清理标准逐个审查"
通过认真研讨"最终对 %?! 项食品微生物检验方法
标准提出了继续有效’整合’修订’废止及不纳入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清理建议* 其中建议继续
有效的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项#需要修订后成
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 项#由于技术尚不成熟不
适合作为标准"或与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内容重复"建议废止的 %? 项#对同一被测指标有多
个检验方法标准需要整合的 )% 项#暂不考虑纳入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 7’ 项*

清理后拟形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共计
!% 项标准$见表 &%* 其中 &# 项是在现行标准基础
上进行修订’整合或者已经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 项标准为继续有效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项为新增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因此除
了交由标准归口部门自行处理的 7’ 项标准"余下的
#* 项现行标准经清理后"将缩减到 !" 项* 清理整
合后形成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内容覆盖了培养基
和试剂的质量要求’样品前处理"以及致病菌’指示
菌和相关指标的检验* 基本形成与基础标准和产
品标准配套衔接"满足基础标准和产品标准中限量
指标的检验方法标准体系* 标准的清理整合将有
助于提高标准的通用性’适用性"并使整个标准体
系层次更加清晰合理"同时也便于标准的实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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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拟形成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名称$微生物检验方法%

VJROQ&$EJUISGJOCSSZ YJCQUKYUJGZJTZ CST]FOJUQZ JCUQTYUJGZJTZYBOQJGFW

清理的现行相关标准 标准清理方式 清理后拟形成的标准名称$+N’#7*%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修订J 总则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等 & 项标准 整合 R 菌落总数测定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等 ! 项标准 整合 大肠菌群计数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沙门氏菌检验
+N’#7*:)!&"%&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继续有效B 志贺氏菌检验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N.V’#7*:#!&""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N.V’#7*:7!&""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检验.等 &项标准 整合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检验
+N.V’#7*:*!&""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空肠弯曲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空肠弯曲菌检验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溶血性链球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溶血性链球菌检验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肉毒梭菌及肉毒毒素检验.等 !项标准 整合 肉毒梭菌及肉毒毒素检验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产气夹膜梭菌检验. 继续有效 产气夹膜梭菌检验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蜡样芽胞杆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蜡样芽胞杆菌检验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等 & 项标准 整合 霉菌和酵母菌检验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常见产毒霉菌的鉴定.等 & 项标准 整合 常见产毒霉菌的鉴定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肉与肉制品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采样与检样处理规程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罐头食品商业无菌检验. 修订 商业无菌检验
+N.V’#7*:&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染色法’培养基和试剂. 修订 培养基和试剂的质量要求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检验. 修订 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检验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N.V’#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和致泻大肠埃希
氏菌的肠杆菌科噬菌体检验方法.

修订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和致泻大肠埃希氏
菌的肠杆菌科噬菌体诊断检验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双歧杆菌的鉴定. 修订 双歧杆菌的鉴定
+N’#7*:!)!&"%"-食品中微生物检验 乳酸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乳酸菌检验
+N.V’#7*:!?!&""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 0%)#hM#.EX检验. 修订 大肠埃希氏菌 0%)#hM#.EX检验
+N’#7*:!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计数. 继续有效 大肠埃希氏菌计数
+N.V’#7*:!*!&""7-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粪大肠菌群计数.等 ! 项标准 整合 粪大肠菌群计数
+N’#7*:’"!&"%"-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阪崎肠杆菌检验.等 & 项标准 整合 阪崎肠杆菌检验
6E.V"#!7!%**#-出口食品中肠杆菌科检验方法. 修订 肠杆菌科检验
6E.V%?!)!&"")-贝类中诺沃克病毒检测方法 普通 =V,1L=方法和实时荧光
=V,1L=检测.

修订 诺沃克病毒检测

! 新制定标准 Z 微生物源酶制剂中抗菌活性检测方法
注&J&指该标准属于食品安全标准范畴"但需要对标准内容进行实质性修改和完善#
R&指该标准属于食品安全标准范畴"但需要与另外的一个或多个标准整合为一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B&指该标准当前已经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且标准内容暂不需要进行修改#
Z&新制定标准"指现行标准中缺失"但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需求"有必要制定的标准
!为无原标准对应

&:!$重点问题的处理
&:!:%$解决标准之间的重复交叉

本次清理工作的重点是优先解决目前食品卫
生标准’行业标准间的重复’交叉问题* 按照-食品
安全法.关于食品标准清理的要求"未来我国将只
有一套强制执行的食品标准"即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为避免再次出现标准之间重复’交叉等问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标准体
系的构建将以被测指标为基础* 清理专家技术组
在工作过程中"对相同的被测指标有多个检测方法
的各类标准"提出了整合建议* 对于已发布的各类
标准"标准中的检验方法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先进
的"将相关标准进行了整合并修订*
&:!:&$满足限量指标的需求

微生物检验方法需要满足产品标准’基础标准
限量的需求* 在清理过程中"对照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中的微生物限量指标"完善和补充 +N’#7* 微生
物检验方法标准体系* 例如在即将发布的-食品中
致病菌限量.标准中"规定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
氏菌的限量* 而现行的国家标准 +N’#7*:!"!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检验. (%!)只规定了鉴定方面的内容"需要在国家标
准中增加配套计数方法*
&:!:!$标准内容的完善

对现行标准中存在的样品前处理不合理’检验
程序操作性不强’文本格式不规范等问题进行完
善* 例如"+N.V’#7*:%&!&""!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肉毒梭菌及肉毒毒素检验. (%!)需要明确各类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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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处理原则和肉毒梭菌在分离平板上的培养特
征"且标准中的小鼠毒素中和试验检验周期长"这
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标准

按照-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食品安全标准
是强制执行的标准* 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制定
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 考虑到相关部门有使用
需求"专家技术组提出对部分行业类标准"按不纳
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处理"继续在行业内使
用*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对于病毒’寄生虫
等主要由-传染病防治法. (%))等法规管理的病原微
生物检验方法"考虑到已有其他防控及管理方式"
暂不考虑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管理"例如
6E.V&%’!!&""7-进出口食品中隐孢子虫检测方
法 1L=法. (%?)等#(对于柠檬酸杆菌’阴沟肠杆菌
等商检类标准中涉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不涉及
的指标"暂不考虑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管
理"例如 6E.V&))&:?!&"%"-乳及乳制品卫生微生
物学检验方法 第 ? 部分&柠檬酸杆菌检验. (%#)等#
)一些标准方法的检验设备或试剂等依赖或指定
了某些特定品牌产品"且已有相应的检验方法替
代"例如 6E.V&%""!&""7-罐头食品商业无菌快速
检测方法. (%7)等"此类标准不适合作为强制性国家
标准"建议这些检验方法标准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体系* 对于这些标准"清理专家技术组建议由
标准归口部门根据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按
照相关技术性能要求不低于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的原则进行相应的清理#*由于一些微生物快速
检验方法存在特异性敏感性等局限"专家技术组建
议快速检验方法不单独进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对于仅规定了快速检验方法的标准"考虑到相关部
门的使用需求"暂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此类方法将根据方法的研究进展和成熟程度进一
步讨论* 例如 6E.V&)?)!&"%" -食品中志贺氏菌
分群检测 X1L=,9M14L法. (%*) ’6E.V%7*)!&""#
-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快速计数法 1QUTICIO]$VX%

测试片法. (&")等*

!$小结
食品微生物检验种类广泛’项目繁多"而我国

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均衡* 这些因素对我国食品微
生物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作为强制标准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微生物检验方
法标准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不断更新和完
善"满足食品微生物检验的需要"促进我国食品安
全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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