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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8年西双版纳州食源性致病因子 
监测结果分析 

徐菀璐, 王  宇*, 李光明, 杨雅麟, 吴仙阳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景洪  666100) 

摘  要: 目的  了解西双版纳州食品中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污染水平和趋势, 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方法  按照《云南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要求, 对 2011~2018 年间全州 3 个县(市)采集 18 个类别 1640

件样品进行一般卫生指标检测, 主要检测蜡样芽胞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 15 种食源性致病菌, 并

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估。结果  食品样品检出致病菌共 103 件, 总体合格率为 93.7%; 15 类 866 件食品样品

一般卫生指标合格率为 100%。检出常见的蜡样芽胞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 8 种致病菌, 其中蜡

样芽胞杆菌检出率最高, 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检出率分别为 14.1%(36/255)、1.5%(15/1025)、

1.3%(15/1152); 致病菌检出率最高的是餐饮食品、肉及肉制品和水产品, 分别为 12.6%、11.4%、8.7%。结论  

2011~2018 年西双版纳州食品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中发现餐饮食品存在致病菌的污染较高, 引起食源性

疾病的发病风险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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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foodborne pathogenic factors in 
Xishuangbanna from 2011 to 2018 

XU Wan-Lu, WANG Yu*, LI Guang-Ming, YANG Ya-Ling, WU Xian-Y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Xishuangbanna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Jinghong 666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ollution level and trend of main pollutants and harmful factors in food 

in Xishuangbanna prefecture, and to find out the hidden danger of food safety in tim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in Yunnan province, a total of 1640 samples of 18 categories were 

collected from 3 counties (cities) in the prefectur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1 to 2018 for general health index 

testing. It mainly detected 15 foodborne pathogenic bacteria such as Bacillus cereu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Salmonella, and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test results. Results  A total of 103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detected in 

food samples with an overall pass rate of 93.7%, the pass rate of general hygiene index of 866 food samples of 15 

categories was 100%. Totally 8 common pathogenic bacteria including Bacillus cereu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Salmonella were detected, of which Bacillus cereus had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followed by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Salmonella, with the detection rates of 14.1% (36/255), 1.5% (15/1025) and 1.3% (15/1152),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highest in food and beverage, meat, meat products and aquatic products 

were 12.6%, 11.4% and 8.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rom 2011 to 2018, the monitoring of food microorg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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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thogenic factors in Xishuangbanna showed high contamina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food and beverage, 

the risk of foodborne illness was the highest. 
KEY WORDS: foodborne pathogenic bacteria; analysis of monitoring results; data utilization 
 
 

1  引  言 

食品安全直接影响着人民的身体健康, 随着食品行

业的快速发展, 食品种类的日益多样化, 人们对食品质量

的追求也是日渐上涨,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公共

卫生问题[1]。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原菌污染, 西
双版纳州从 2011年开始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通过

对市售食品微生物污染的监测, 了解食源性疾病可能存在

的隐患和流行趋势[2], 及时的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通过系

统的收集、分析、评价食品污染数据, 可以促进食品安全

总体形势的稳定和好转。 
本研究根据历年《云南省食品安全监测风险实施方

案》[3]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手册》[4], 2011~2018
年在西双版纳州三县(市)(县市覆盖率 100%)农贸市场、餐

饮店、超市、流动摊点、茶庄、外卖、糕点店等场所, 采
集肉及其肉制品、乳及其乳制品、水产品、地方食品、速

冻米面食品、调味品、水果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冷

冻饮品、茶叶、豆制品、餐饮食品等样本, 进行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

斯特氏菌、蜡样芽胞杆菌、副溶血性弧菌、霍乱弧菌、变

形杆菌、广州管圆线虫等致病因子检测和分析评估, 为各

级政府及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调整监管重点、修订食

品安全标准提高科学依据, 为支持服务本省实施“绿色食

品牌”战略及地方食品产业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  料 

2011~2018 年间采样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腊县、

勐海县的农贸市场、超市、餐饮店、蛋糕店、网店、流动

摊点等场所。共采集可能被食品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污染

的食品 18 类 1640 件, 包括: 肉及肉制品、乳及乳制品、

蛋及蛋制品、水产品、餐饮食品、地方食品、豆制品、冷

冻饮品、蔬菜及其制品、水果及其制品、坚果与籽类及其

加工制品、茶叶、速冻米面食品等(见表 1)。 
 

表 1  2011~2018 年西双版纳州食源性致病菌监测食品类别及数量 
Table 1  Food category and quantity of foodborne pathogens monitoring in Xishuangbanna prefecture in 2011-2018 

样品种类 
样品数量/件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蛋与蛋制品 38 — — 2 1 — — — 41 

焙烤及油炸类食品 53 40 — 6 20 3 2 24 148 

饮料 15 45 — 22 — — — — 82 

餐饮食品 — 75 63 63 31 41 79 20 372 

          

地方食品 — 30 — — — — — — 30 

冷冻饮品 — — 63 8 — — — 19 90 

熟肉制品 — — 60 — — — — — 60 

速冻米面食品 — — 48 — — — — — 48 

坚果籽实类及其加工制品 — — — 24 — — — — 24 

肉及肉制品 — — — 2 42 68 59 40 211 

乳与乳制品 — — — 3 — — 12 — 15 

水产品 — — — 30 29 77 42 30 208 

茶叶 — — — — 12 — 20 20 52 

豆制品 — — — — 1 — 3 24 28 

蔬菜及其制品 — — — — 20 — 20 — 40 

水果及其制品 — — — — 15 — 24 — 39 

调味品 — — — — 30 — — — 30 

其他(水底沉积物) — — — — — 122 — — 122 

合计 106 190 234 160 201 311 261 177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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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  法 

2.2.1  仪器与试剂   
VIEK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法国梅里埃公司); CH20

双目显微镜、CX41FL 正置荧光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 
CS013099,31042 多重核酸 PCR 检测系统(北京卓诚惠生公

司); BF260 恒温恒湿培养箱(德国 DINDER 公司)。 
缓冲蛋白胨水培养基、平板计数琼脂培养基、单核细

胞增生李斯特菌显色培养基、VRBA-MUG 琼脂、半固体

琼脂培养基(北京路桥生物有限公司); 沙门显色培养基培

养基(法国科玛嘉生物有限公司)。 
2.2.2  监测项目   

包括食品中细菌总数、大肠菌群或大肠埃希菌计数等

一般卫生指标, 还有蜡样芽胞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产气荚膜梭菌、致泻

大肠埃希氏菌, 水产品中的副溶血性弧菌、变形杆菌、霍

乱弧菌等常见食源性致病菌, 2016 年开始进行水产品寄生

虫项目(广州管圆线虫、牛带绦虫、猪带绦虫、旋毛虫)的
检测, 肉及肉制品进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和空肠弯曲

菌的检测, 蔬菜水果类检测了致泻大肠埃希菌。 
2.2.3  检测方法与结果评价   

按照历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手册》要求的

检验方法进行检测, 检验的结果根据食品卫生学评价标准

来判定是否合格, 有超标或者有检出致病菌的食品判定为

不合格。 

3  结果与分析 

3.1  总体合格率   

1640 件食品中有 15 件食品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其
中肉及肉制品 5 件, 餐饮食品 4 件, 焙烤及油炸类食品、

蛋与蛋制品各 2 件, 速冻米面食品、饮料各 1 件; 36 件食

品检出蜡样芽胞杆菌, 其中餐饮食品 32 件, 焙烤及油炸类

食品 2 件, 地方食品、豆制品各 1 件; 6 件食品检出单核细

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其中肉及肉制品、餐饮食品各 2 件, 水
产品、饮料各 1 件; 15 件食品检出沙门氏菌, 其中肉及肉

制品 10 件, 餐饮食品 3 件, 地方食品、冷冻饮品各 1 件; 4
件水产品中检出副溶血性弧菌, 13 件水产品中广州管圆线

虫; 7 肉及肉制品中检出件产气荚膜梭菌; 6 件餐饮食品中

检出变形杆菌; 1 件其他(水底沉积物)中检出霍乱弧菌。未

检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弯曲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创伤弧菌、溶藻弧菌、牛带绦虫、猪带绦虫、旋毛虫, 菌
落总数、大肠菌群未超标。判定合格的食品样品 1537 件, 
总体合格率为 93.7%(见表 2), 年度合格率如图 1。 

 
表 2  2011~2018 年西双版纳州食品中致病菌污染情况监测结果 

Table 2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food in Xishuangbanna from 2011 to 2018 

样品名称 监测数/件 合格数/件 合格率/% 不合格原因 

蛋与蛋制品 41 39 97.5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焙烤及油炸类食品 148 144 96.6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胞杆菌 

饮料 82 80 97.6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餐饮食品 372 325 87.4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沙门氏菌、

蜡样芽胞杆菌、变形杆菌 

地方食品 30 29 96.7 检出沙门氏菌 

冷冻饮品 90 89 98.9 检出沙门氏菌 

速冻米面食品 48 47 97.9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肉及肉制品 211 187 88.6 
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沙门氏菌、

产气荚膜梭菌 

水产品 208 190 91.3 检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副溶血性弧菌、广州管圆线虫

其他(水底沉积物) 122 121 99.2 检出霍乱弧菌 

豆制品 28 27 96.4 检出蜡样芽胞杆菌 

蔬菜及其制品 40 40 100.0  

水果及其制品 39 39 100.0  

调味品 30 30 100.0  

熟肉制品 60 60 100.0  

坚果籽实类及其加工制品类 24 24 100.0  

茶叶 52 52 100.0  

乳与乳制品 15 15 100.0  

合计 1640 1537 93.7 检出被致病菌污染食品 10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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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2018 年间食品监测合格率 

Fig. 1 Qualified rate of food during 2011 to 2018 
 

3.2  食品中的微生物污染情况   

2011~2018 年共采集食品样品 18 类 1640 件(包括专项

监测和常规监测), 对 15 类 866 件样品进行了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计数或大肠埃希菌计数等一般卫生指标检测, 合
格率为 100%。18 类 1640 件食品样品的致病菌检测结果中, 
不合格率最高的是餐饮食品(12.6%), 其次是肉及肉制品

(11.4%)和水产品(8.7%), 餐饮食品不合格率显著高于其他

类食品, 致病菌未检出的有蔬菜及其制品、水果及其制品、

调味品、熟肉制品、坚果籽实类及其加工制品类、茶叶、

乳与乳制品 7 类食品(如图 2)。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在蜡样

芽胞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广州管圆线虫, 18
类食品中有 10 类食品有超标现象, 致病菌的检出则集中

在餐饮食品、肉及肉制品和水产品, 水产品中还检出广州

管圆线虫; 蜡样芽胞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霍乱弧菌、产

气荚膜梭菌、变形杆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14.1%(36/255)、

1.5%(15/1027)、1.3%(15/1152)、18.6%(13/70)、0.8%(6/757)、
1.5%(4/268)、0.4%(1/228)、31.8%(7/22)、9.4%(6/64)。 

3.3  连续监测不合格率较高食品种类的检测结果   

2011~2018 年间监测的餐饮食品、肉及肉制品和水产

品不合格率相比略高。数据显示, 从 2014~2018 年间餐饮

食品、肉及肉制品、水产品监测连续性较好且不合格率有

上升趋势, 如图 3。 

3.4  致病菌检测结果   

致病菌检测主要集中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氏菌、沙门氏菌, 检出率分别为 2.1%(7/326)、
0.8%(3/360)、3.4%(13/383)。餐饮食品中蜡样芽胞杆菌检

出率较高, 检出率为 16.9%(32/189), 肉及肉制品中产气荚

膜梭菌、沙门氏菌检出率较高, 检出率分别为 31.8%(7/22)、
8.5%(10/118), 水产品中广州管圆线虫检出率较高, 检出

率为 18.6%(13/70)(如表 3)。 

 

 
 

图 2  18 类监测食品的不合格率 
Fig.2  Failure rate of 18 types of monitored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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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 年 3 类食品不合格率变化 

Fig.3  Changes in the failure rate of 3 types of food in 5 years 
 

表 3  2014~2018 年餐饮食品、肉及肉制品、水产品连续监测检出率较高项目检测结果[n(%)] 
Table 3  Item test results of the continuous monitoring with higher detection rate of food and beverage, meat and meat products and 

aquatic products from 2014 to 2018 [n (%)] 

样品种类 
金黄色葡萄 

球菌 
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 

沙门氏菌
蜡样芽胞

杆菌 
副溶血性

弧菌 
产气荚

膜梭菌

广州管圆 
线虫 

变形杆菌 霍乱弧菌

餐饮食品 2(0.9) 0(0.0) 3(1.3) 32(16.9) 0(0.0) 0(0.0) 0(0.0) 6(15.0) 0(0.0) 

肉及肉制品 5(4.9) 2(1.6) 10(8.5) 0(0.0) 0(0.0) 7(31.8) 0(0.0) 0(0.0) 0(0.0) 

水产品 0(0.0) 1(3.4) 0(0.0) 0(0.0) 4(2.9) 0(0.0) 13(18.6) 0(0.0) 1(0.9) 

合计 7(2.1) 3(0.8) 13(3.4) 32(15.0) 4(2.9) 7(31.8) 13(18.6) 6(15.0) 1(0.9) 
 

4  结论与讨论   

食源性致病菌是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暴发的重要

病原体,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或大肠埃希菌计数等是评价

食品卫生状况的重要指标, 定期对食品的微生物污染情况

进行监测是控制食源性疾病发生的有效途径 [5], 致病性

微生物的污染是对消费者身体健康危害最大的食品安全

问题[6]。2011~2018 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微生物检测结果

显示, 2011~2018 年西双版纳州食源性微生物及其致病因

子监测总体合格率达 93.7%, 食品安全整体形势稳定,  与
青岛市情况相似[6], 但仍然也存在一定风险, 2013~2015 年

的合格率分别为 98.7%、 89.4%、 86.6%呈下降趋势 , 
2016~2018 年的合格率分别为 99.0%、90.8%、85.9%也呈

下降趋势, 预测未来 3 年监测合格率也会按此趋势发展。

长达 8 年监测中蔬菜及其制品、水果及其制品、调味品、

熟肉制品、坚果与籽类及其加工制品类、茶叶、乳与乳制

品均未检出致病菌。 
本监测共检出不合格食品共 103 件, 致病菌主要来源

于肉及肉制品中的生禽肉, 水产品, 餐饮食品分类中的凉

拌食品、熟制米面制品、外卖配送餐, 与 2011-2015 年楚

雄州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分析相类似[7], 其中监测合格

率较低的餐饮食品、肉及肉制品和水产品, 合格率分别为

87.4%、88.6%、91.3%, 取其 2014~2018 年连续性监测这 3
类食品的结果分析, 餐饮食品检测出的致病菌有金黄色葡

萄球菌[8]、蜡样芽胞杆菌、沙门氏菌、变形杆菌, 以蜡样

芽胞杆菌检出率最高为 16.9%, 蜡样芽胞杆菌广泛存在于

自然界[9], 为条件致病菌, 也是重要的引起呕吐和腹泻的

食源性致病菌, 我国蜡样芽胞杆菌食物中毒的诊断标准是

105 CFU/g,本次监测致病菌检出情况, 蜡样芽胞杆菌定量

结果均＜105 CFU/g, 引起呕吐和腹泻的感染量均为 105 
CFU/g 以上, 但＜105 CFU/g 时也可引起感染[9], 因此该菌

对所抽检的这些食品造成的污染情况可能和可能造成的危

害不可小觑, 特别是餐饮食品中的流动餐食的加工卫生。

肉及肉制品中检测出的致病菌主要为产气荚膜梭菌[10], 检
出率为 31.8%, 以超市及农贸市场买的新鲜、冷冻家禽肉

为主, 提示当地市场监督部门还需加大对禽肉类食品的监

督力度, 水产品中检出寄生虫广州管圆线虫[11], 检出率为

18.6%, 以鲜活螺类为主[12,13], 从 2016 年开始, 3 类食品的

不合格率呈逐年增长趋势。提示本地对螺类的食用在加工

生产环节要加强监管[14]。 
综上所述,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还需要加大力度, 细化

工作程序重点应在餐饮食品的加工环节加强抽查、食品加

工人员多为文化层次较低的务工人员, 抽查务工人员是否

知晓岗前培训知识与定期问卷调查评价, 这些工作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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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减少执法人员的工作量使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更加网格化, 同时在流动街头餐饮、网络外卖

餐饮食品是近几年来新的餐饮服务模式, 也是年轻消费群

体首选的服务模式, 这些新的形式也增加了市场监管的难

度[15-17]。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要转变监管模式, 在网络

线上增加消费者满意度反馈情况核实软件, 以便及时调查

反馈信息的真实性与预测发生群体食物中毒的警觉性, 对
于食品加工的商家应以视频案列分析、消费者对商家问卷

调查的满意度, 做好食品安全培训的保障工作。开展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可以主动并从早期发现某种食品的污染情况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 为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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