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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学样品采集操作规程的探讨 

黄启红*, 熊  娟, 蔡大川, 张志军, 黄璇莹, 陈敏儿, 伍玲燕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广东省化学危害应急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070) 

摘  要: 鉴于微生物学样品采集在食品检验过程中的重要性, 探讨微生物样品的无菌采集操作标准化规程, 

规范操作, 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本文综合多种情况多种参考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方便实验人员了解食品微

生物学样品的采集和抽样, 使样品的采集更规范更严谨, 确保检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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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operating rules for sample collection of food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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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microbiological sample collection in food inspection, standardized 

procedures for aseptic sampling of microbial samples were discussed to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 and ensure the 

accuracy of detection results. This paper summarized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and reference methods to facilitate 

experimenter to understand the collection and sampling of food microbiology samples, so as to make the sample 

collection more standardized and rigorous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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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和科研工作中, 为了了解生产

部门的卫生质量或查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工作场所及产

品卫生问题, 均需综合分析样品采集和检验结果, 才能找

出规律或做出综合分析评价, 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在食

品安全事故中, 为查明食物中毒的原因需准确地进行样品

的采集, 为判定食品的污染途径提供科学的依据[14]。 

样品采集作为检验的第一步是获得检验数据的基础, 

若抽样或采样不合理, 会导致实验结果失准, 不能获得有

效的数据[5,6]。故在食品的卫生监督检验中, 样品采集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微生物样品的采集。检验过程中

的采样、运送、保存或制备等任何一步操作不当均可导致

样品不具有代表性[7], 直接影响实验室微生物检验结果的

准确性, 导致检验工作无效[8]。样品采集过程中的无菌操

作是食品微生物样品采集和保存的先决条件, 与微生物检

验遵循的无菌操作原则一致[9]。准确的检验结果来自于样

品采集方法的准确, 包括采集样品技术、样品贮存运输保

存方法、样品的制备技术和前处理方法等, 每一个环节都

保证样品在从采样到制备整一流程的一致性[10], 以此同时, 

样品的选择还要有代表性、采集袋做好密封、做好标记、

把握采集与运送过程的注意事项、贮存和运输期间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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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保证样品的原始状态[11,12]等, 这些均是提高样品采集

质量的手段。 

鉴于食品微生物学样品在采集操作方面的重要性 , 

本研究探讨制定了一套适合食品微生物学样品的无菌采集

抽样标准化操作规程, 以供基层检验人员参考, 既有必要

性又富有意义。 

2  微生物学样品采集要素 

2.1  采样人员 

微生物学样品采集对抽样人员、采样人员以及制备样

品人员均要求具备微生物检验基础知识、无菌操作、灭菌

等相关专业知识; 样品采集过程中避免样品的污染和样品

间的交叉污染, 保证样品的一致性和代表性, 因此, 采样

人员应熟悉微生物样品采集抽样的基本知识, 并经过组织

专业培训取得微生物上岗证。现场抽样或采样时, 必须有

至少 2 人参加, 并对抽样或采样工具如剪刀、镊子、勺子

等进行严格消毒或灭菌。采样时需穿白大褂或指定用无菌

工作服, 佩戴无菌手套和口罩做到无菌操作采样, 采样完

成后立即填写采样记录, 尽快送达实验室。 

2.2  采样的要求 

样品的采集一般应遵循随机性、代表性、真实性的原

则。从整体中采集可代表其组成和质量的一小部分, 通过

样本来判断整批产品是否合格, 不能任意抽取一部分作为

分析样品, 必须保证物质的代表性。随机性一般采用整群

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分段随机抽样和系统随机抽样, 

有时根据检验的目标, 兼顾检样的代表性和随机性[13]。利

用简单随机抽样法, 通常情况下需将个体一一编号利用随

机号码表或其他随机方法, 作放回或不放回抽样, 抽取特

定号码的个体, 因此总体容量不大时, 简单随机抽样是一种

有效的抽样方法; 分层随机抽样必须满足总体中的任一 m 个

体都必定属于且只属某一层, 每一层的个体数目是确切的, 

在任何两层进行的抽样都相互独立, 一般当获得的资料分

布不均或呈偏态分布时, 分层抽样是一种有效的抽样方法; 

分段随机抽样时, 要求每个区域内部的差异大些, 区域之

间的差异要小些, 这样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系统随机抽样

是从总体中每隔K个个体抽取一个样本, K为抽样比值, 比

值是总容量 N 与样本容量 n 之比, 即 K＝N/n。当比值 K 已

知时, 利用随机数或随机号码确定随机起点, 于是, 可从

总体中抽取部分个体组成样本。采用过程中为防止带入杂

质或污染, 采样方法要尽量简单, 处理装置尺寸适当。微

生物采样过程应严格遵循无菌操作程序, 采用干热或湿热

等方法对采样工具进行灭菌或消毒, 处理后包装完好以备

采样使用, 采样用的工具不能重复使用, 防止交叉和一切

有可能带来的外界污染。容器必须清洁、防漏、灭菌、广

口、干燥, 大小适合以方便盛放各种检样, 准备多种款式

以备不时之需。 

2.3  各类食品的采样方案 

2.3.1  各类食品的采样方案按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规定

执行 

根据检验适用范围、目的、批量、食品特点、检验方

法、规范要求和微生物的危害程度等确定采样方案。采样

方案可以分为二级采样方案和三级采样方案, 二级采样方

案设有 n、c 和 m 值, 三级采样方案设有 n、c、m 和 M 值。

其中 n 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 c 为最大允许超

出 m 值的样品数; m 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限量值(三级

采样方案)或最高安全限量值(二级采样方案); M 为微生物

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按照三级采样方案设定的指标, 

在 n个样品中, 允许全部样品中相应微生物指标检验值小于

或等于 m 值; 允许有≤c 个样品其相应微生物指标检验值在

m 值和 M 值之间; 不允许有样品相应微生物指标检验值大

于 M 值。例如: n=5, c=2, m=100 CFU/g, M=1000 CFU/g。含

义是从一批样品中采集 5 个样品, 若 5 个样品的检验结果

均小于或等于 m 值(≤100 CFU/g), 则这种情况是允许的; 

若≤2 个样品的结果 X 位于 m 值和 M 值之间(100 CFU/g<X

≤1000 CFU/g), 则这种情况也是允许的; 若有 3 个及以上

样品的检验结果位于 m 值和 M 值之间, 则这种情况是不允

许的; 若有任一样品的检验结果大于 M 值(>1000 CFU/g), 

则这种情况也是不允许的; 按照二级采样方案设定的指标, 

在 n 个样品中, 允许有≤c 个样品其相应微生物指标检验

值大于 m 值[14,15]。 

2.3.2  食品安全事故中的样品采集 

食品安全事故中食品样品的采集, 主要目的是查明

疾病暴发流行的原因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因此样品的代

表性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这种情况代表性就不作

要求, 而更强调针对性。为直接找准目的, 尽一切可能采

集到足够检测所需要的样品量和含病原微生物量最多的

部位[16], 采集正确的有针对性的样品, 可以根据流行病学

调查资料和疾病表现进行指导。 

2.3.3  批量生产加工的食品污染安全事故中的样品采集 

因批量生产加工的食品污染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 食品

样品的采集方法操作步骤程序以及判定依据参考 2.3.2 执行。

同批次食品样品作为重点采集对象。 

2.3.4  家庭烹调加工的食品或餐饮单位食品导致的食品

安全事故中的样品采集 

因家庭烹调加工的食品或餐饮单位食品导致的食品

安全事故, 现场剩余食品样品为重点采集对象, 也为了满

足病原确证以及食品安全事故病因判定的要求。 

2.4  各类食品的采样方法 

2.4.1  预包装食品采集 

预包装食品应采集相同批次、独立包装、适量件数的食

品样品, 每件样品的采样量应满足微生物指标检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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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独立包装不大于 1000 mL的液态食品或不大于 1000 g

的固态食品采集 

独立包装不大于 1000 mL 的液态食品或不大于 1000 g

的固态食品, 取相同批次的包装。 

2.4.3  固态食品大于 1000 g, 液体食品独立包装且大于

1000 mL 的样品采集 

固态食品大于 1000 g 的, 从同一包装不同部位使用

无菌采样器分别采取适量样品, 再装入同一个无菌采样容

器内作为一件食品样品; 液体食品独立包装的而且大于

1000 mL 的, 应在采样前晃动或用无菌棒无菌搅拌器等方

法对液体进行搅拌, 混匀均质后再进行适量样品的采集, 

将采集的样品放入同一个提前准备好的灭菌采样容器内作

为一件食品样品[1517]。 

2.4.4  散装食品或现场制作食品的样品采集 

散装食品或现场制作食品, 从 n 个不同部位使用无菌

采样工具在现场采集样品, 再装入 n 个无菌采样容器内作

为 n 件食品样品。每件样品的采样量应满足微生物指标检

验单位的要求。平均样品: 粮, 按 3 层(表、中、下)5 点采

样法; 油, 抽取表层与底层油, 混样检测; 正常样品与异

常样品: 除采正常样品外, 如发现有异常样品时, 应分别

进行检测。 

2.4.5  现场采样 

现场采样具有其特殊性, 应遵循以下原则: 注意采样种

类和时间; 注意生物安全; 注意采样的代表性或针对性[14-18], 

一般原则根据临床的表现和不同疾病的特点, 确定标本种

类和采集样本的时间, 样品作为病毒抗原和病毒分离检测

的标本, 最好在发病 1～2 d内采取, 发病初期和急性期是采

样的最佳时候, 因为检出率高, 此时病毒在体内大量繁殖, 

同时注意避免带来新的污染应避免污染源或者还要注意对

微生物的外在杀灭因子; 样品以分离培养污染细菌调查为

目的, 应尽量在使用抗生素之前和急性发病期采集标本, 如

果已使用抗生素, 采样和分离培养应进行相应的办法处理

使抗生素失效或加入对应有效的中和剂, 避免抗菌药物对

细菌培养的干扰, 注意对样品进行详细标记[19]。 

2.5  操作环节的采样 

2.5.1  食品生产设备、工具的采样 

对食品生产设备、工具的采样, 可用经过灭菌的小刀, 

在机械设备、管道或工具上刮下黏附在表面的污物, 放入

灭菌采样管或采样瓶中。 

2.5.2  食品用具、盛器的采样 

对食品用具、盛器的采样, 可用经过灭菌的棉拭, 蘸

取灭菌的生理盐水等, 在刀、砧板、抹布、碗盆等容器, 冰

箱、水池、下水道口、设备、工具或操作人员的手上, 直

接抹擦后, 放入采样管中并及时将试管盖好。 

2.6  采集样品的标记 

采集到的样品应进行及时、准确的标记并记录, 记录

的内容包括采样人、采样时间、采样地点、样品名称、数

量、批号、来源、保存条件等全部信息, 必要时注明采样

温度、湿度、现场卫生状况以及是否无菌操作[20]。 

2.7  采集样品的贮存和运输 

应尽快将样品送往实验室检验, 一般不得超过 3 h, 

如路途遥远, 可将检样保存在 0~5 ℃环境中, 在运输过程

中应保持样品的完整性, 应在接近原有贮存温度条件下贮

存样品, 如冷冻样品仍需保持在冷冻状态, 非冷冻样品可

放 0~5 ℃中保存, 为保证样品的原有状态, 除以上方法还

可以采用防止微生物的数量变化的其他措施办法。 

3  结  论 

综上所述, 保证食品安全工作重点内容是避免和降

低食品受到微生物污染。微生物污染食品具有不确定性

和广泛性的特点, 受周围环境、工作台面、操作人员、操

作过程、水质、材料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为保证检验数据

准确和保障食品安全, 需要现场采样人员正确无菌的操作

以及实验人员在实际检验工作中专业规范严谨的操作[11], 

微生物学样品的采集操作保存是食品检验工作中非常重

要的基础工作[21]。专业的采样人员, 样品采集过程的正确

操作, 样品的选择、样品的标记、记录及贮存运输, 以上

任何环节在整个微生物学样品采集操作规程中都紧密相

扣, 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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