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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包装饮用水标准中微生物指标比较和 

铜绿假单胞菌指标建议 

朱文斌*, 周  浩, 李俊霞, 凌秀梅, 张洪伟, 朱虹霖, 李  瑶, 王同智, 杨  红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成都  610000) 

摘  要: 近年来, 国内包装饮用水卫生状况的检测中微生物卫生指标不合格情况较为严重, 而饮用水的卫生

情况直接关系到民大的身体健康。根据 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并参照世界卫生

组织《饮用水水质指南》第四版, 本文对我国的包装饮用水相应的微生物指标进行分析比较, 指出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修改的建议, 为包装饮用水的安全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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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icrobiological health indicators in the detection of the sanitary status of domestic 

packaging drinking water are not satisfactory, and the sanitation of drinking wate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GB 19298-2014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Packaging drinking water, and referring to 

the fourth edition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 water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corresponding microorganism indexes of packaged drinking water in China, pointe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ed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modifi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afe production of 

packaged drink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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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自身健康的日益关注, 

包装饮用水因饮用方便、干净而被广泛用于家庭和集体饮

用水[1-7]。包装饮用水消费量的不断增加, 相应的安全问题

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8-12]。近年来, 在对国内包装饮用水卫

生状况的检测中表明微生物卫生指标不合格情况较为严 

重[13-18], 尤其是铜绿假单胞菌超标较为严重。 

近年来, 时有成品水中检出铜绿假单胞菌的报道, 例

如马群飞等[19]在福建省采集 80 份矿泉水, 其中 18 份水样

被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22.5%。魏磊等[20]在全国

共 9 省采集 108 份水样, 其中 30 份水样被检出铜绿假单胞

菌, 检出率为 31.5%。李莉等[21]在连云港市采集 150 件桶

装水, 其中 39 件桶装水被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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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段江丽[22]在大理州采集 66 份桶装水, 其中 4 份桶

装水被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6.06%。周臣清等[23]

在广州市采集 392 件瓶(桶)装水, 其中 20 件瓶(桶)装水被

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5.1%。刘思超等[24]在惠州市

采集 223 份桶装水, 其中 24 份桶装水被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10.76%。郭辽朴等[25]在漯河市采集 69 份桶装水, 

其中 7 份桶装水被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10.1%。

苗杨[26]在沈阳市康平县采集 200份桶装水, 其中 60份桶装

水被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30%。罗绍楠等[27]在贵

州省采集 454 批次包装饮用水, 其中 12 批次包装饮用水被

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2.64%。杨娟等[28]在泰州市

采集 100 份桶装饮用水, 其中 16 份桶装饮用水被检出铜绿

假单胞菌, 检出率为 16%。国外亦有相应报道, Vargal 在匈

牙利 492 份水样, 其中 7 份水样被检出铜绿假单胞菌, 检

出率为 1.4%[29]。铜绿假单胞菌的高检出率给饮用水的安全

带来隐患。而目前关于包装饮用水标准的对比分析研究  

较少[29,30]。 

本文根据 GB 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

饮用水本标准》 [31], 并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饮用水水质指南》第四版[32], 对我国的包装

饮用水中铜绿假单胞菌指标进行分析比较, 指出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修改的建议, 为饮用水的安全生产提供相应

的参考。 

2  国内外主要水质标准中微生物指标比较  

2.1  我国现行包装饮用水微生物指标  

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本标

准》[31]代替 GB 17324-2003《瓶(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

准》 [33]和 GB 17323-1998《瓶装饮用纯净水》 [34]。GB 

19298-2014 保留大肠菌群指标, 增加铜绿假单胞菌指标, 

取消了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数、沙门氏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指标。菌落、真菌和酵母菌的总数是一个卫生

指标, 应该放在生产环节进行监控。对卫生指示菌的过度

控制和杀菌可能导致饮用水中溴酸盐的使用量增加, 并

对人体构成健康风险。目前,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 国 际 瓶 装 水 协 会

(International Bottled Water Association, IBWA)、国际食品

微 生 物 标 准 委 员 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icrobiological Specifications for Foods, ICMSF)、美国、澳

大利亚和欧盟等相关标准和法规都建立了饮用水的健康指

标细菌指数[35-40]。依据 CAC、ICMSF 及我国相关标准, GB 

19298-2014 保留了大肠菌群指标(n=5, c=0, m=0), 增加了

条件致病菌—铜绿假单胞菌(又称绿脓杆菌)指标(n=5, c=0, 

m=0)。由于国际上没有包装饮用水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沙

门氏菌和志贺氏菌的指标, 也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因此

GB 19298-2014 没有再保留。 

2.2  国际瓶装/包装饮用水微生物指标 

在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瓶装/包装饮用水(天然矿泉水除

外)通用标准STAN 227-2001[35]中指出: 所有包装水应符合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饮用水水质指南》的卫生要求。

在《饮用水水质指南》第四版[32]中指出可能引起疾病的主

要水性微生物如表 1。  

被认为是通过水传播疾病的可能原因但是证据是不

确定的或缺乏的生物体如表 2。 

 
表 1  饮用水中的致病菌 

Table1  Pathogenic bacteria in drinking water 

细菌 类型种属/群 对健康的危害 生存周期 耐氯性 相对传染性 动物源 

伯克氏菌属 类鼻疽伯克氏菌 高 倍增 低 低 无 

弯曲杆菌属 C. coli 高 中 低 中 是 

致泻大肠杆菌 空肠弯曲菌 高 中 低 低 是 

肠出血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 O157 高 中 低 高 是 

弗朗西斯菌 土拉菌 高 长 中 高 是 

军团菌属 嗜肺军团菌 高 倍增 低 中 无 

分枝杆菌(非结核) 鸟型分支杆菌 低 倍增 高 低 无 

伤寒沙门菌 肠道沙门菌 高 中 低 低 无 

其他沙门氏菌 邦戈沙门菌 高 倍增 低 低 是 

志贺氏菌 痢疾杆菌 高 短 低 高 无 

弧菌 O1、o139 群霍乱弧菌 高 
霍乱弧菌可能与桡足类和

其他水生生物长期共存 
低 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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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可能通过水传播疾病的生物体 
Table 2  Organism that may spread disease through water  

细菌 类型种属/群 水传播证据(或流行病学特征) 水中的存在和行为 耐氯性

不动杆菌属 醋酸钙不动杆菌 

医疗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非胃肠道) 常见且可以繁殖 低  鲍曼不动杆菌 

 不动杆菌复合体 

气单胞菌 嗜水气单胞菌 临床分离株与环境分离株不匹配 常见且可以繁殖 低 

肠杆菌 坂崎 与婴儿配方奶粉有关的感染; 没有水传播的证据 不可能 低 

螺杆菌属 幽门螺杆菌 没有直接证据; 主要以家族传播 
检测到, 生存时间

有限 
低 

克雷伯菌属 肺炎克雷伯菌 医疗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非胃肠道) 倍增 低 

钩端螺旋体 问号钩端螺旋体 
没有通过饮用水摄入传播的证据。 主要通过接触受污染的

地表水进行传播 
能在水中存活数月 低 

假单胞菌 铜绿假单胞菌 医疗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非胃肠道) 常见且可以繁殖 中 

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没有通过饮用水摄入传播的证据。 主要通过接触受污染的

地表水进行传播 
常见且可以繁殖 中 

冢村氏菌属 微变冢村氏菌 医疗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非胃肠道)) 常见且可以繁殖 未知 

耶尔森菌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在水中检测到的物种可能是非致病性的; 食物是主要来源 常见且可以繁殖 低 

 
在《饮用水水质指南》第四版中指出大肠杆菌历来被

用来监测饮用水水质, 目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作为

核查或监测的一部分, 在大多数情况下, 大肠杆菌或耐热

大肠菌群的监测为水质的质量提供了较高的保证。同时, 

对于娱乐性水域和受污染的饮用水的调查中显示, 致病性

大肠杆菌可以通过水传播。在水安全计划中, 可用于控制

肠致病性大肠杆菌潜在风险的控制措施包括保护人类和动

物粪便中的原水供应, 在分发过程中适当地处理和保护水

的品质。没有迹象表明大肠杆菌肠病菌株对水处理和消毒

程序的反应不同于其他大肠杆菌。所以, 常规测试大肠杆

菌(或可选的耐热大肠菌群)为饮用水中的致病性血清型提

供了合适的指标[41]。由《饮用水水质指南》第四版中可能

引起疾病的水性微生物和水传播疾病的可能原因但是证据

是不确定的或缺乏的生物体中可以看出, 耐氯性较高、且

对健康危害较高的微生物只有 3 种: 土拉菌、铜绿假单胞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其中土拉菌在我国被定为二类医学

病原微生物, 其储存宿主主要是野兔和啮齿动物。而且传

播途径为接触感染、消化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和虫媒叮咬

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没有通过饮用水摄入传播的证据。

所以条件致病菌——铜绿假单胞菌为包装饮用水的指标之

一是合理的。 

3  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意义 

在《饮用水水质指南》第四版中铜绿假单胞菌被认为

是水传播疾病的可能原因但是证据是不确定的或缺乏的生

物体。 铜绿假单胞菌可引起一系列感染, 但对于健康的人

来说, 没有一些特殊因素的话, 铜绿假单胞菌很少引起严

重的疾病。而它主要集中在受损部位, 如烧伤和外科伤口、

疾病的人的呼吸道和身体受损的眼睛。从这些部位, 它可

能侵入身体, 造成破坏性病变或败血症和脑膜炎。囊性纤

维化和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容易发生铜绿假单胞菌的定植, 

这可能导致严重的进行性肺部感染[20]。德国、法国等多个

国家及 WHO/FAO 食品准则委员会, 均定义饮用天然矿泉

水水源(每 250 mL 或 330 mL 中)不得检出铜绿假单胞菌[18], 

而并非包装用水。 

4  限量标准 

美国、加拿大、日本、巴西、欧洲各国及 WHO/FAO

等, 对瓶装饮用水(包括天然矿泉水水源)中铜绿假单胞菌

的限量标准为: MPN <3/L 或每 250 mL 中不得检出[42]。我

国对于铜绿假单胞菌(又称绿脓杆菌)的限量指标为 n=5, 

c=0, m=0(CFU/250 mL)[31]。 

5  小  结 

综上所述, 标准的制定是基于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

的综合结果, 准确地反映了与人体健康相关的质量因素和

评价方法。我国包装应用水卫生标准中将大肠杆菌和铜绿

假单胞菌作为微生物指标科学合理。针对铜绿假单胞菌的

检验方法提以下 2 点建议:  

(1) 使用一次性包装的包装饮用水限量值为 MPN< 

3/L(MPN 法灵敏度较高), 使用周转包装的包装饮用水限

量值为每 250 mL 中不得检出。铜绿假单胞菌并非耐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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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处理, 而是交叉污染进入最终产品的[43-47]。在对瓶装纯

净水的调查中, 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与产品包装的方式

有显著关联性。曾在水厂清洗消毒后的包装瓶中检出铜绿

假单胞菌, 说明包装是十分重要的传播媒介 [42]。由于包  

装材料是重要的传播媒介, 尤其是对周转使用的大塑料  

桶。同时 , 小装包装的饮用水中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  

很低[47,48]。 

(2) 取消 GB 853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

然矿泉水检验方法》[49]中 56.5.1.2 的计数步骤。在 GB 

853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50]和

GB 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本标  

准》[31]中, 铜绿假单胞菌的限量要求均为 0, 可以理解为不

得检出。所以, 作为方法标准的 GB 8538-2016 中 56.5.1.2

的计数步骤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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