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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跟踪评价 

吴高林, 乔  昕, 戴  月*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京  210009) 

摘  要: 目的  调查了解江苏省相关单位人员对 GB 2992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的知晓及贯彻落实情况, 提出标准实施和修订相关建议。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主要调查对象是

监管部门、检验机构、食品企业。对数据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3 和 SPSS 18.0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次

调查共收回有效调查表 164 份, 有效率为 99.4%。调查对象一致认可标准在控制食品中致病菌污染和预防食

源性疾病中的重要作用。有 76.83%的被调查对象是通过自学来了解标准。有关标准所应适用食品种类范围问

题的意见及建议占 62.47%。结论  江苏省相关单位人员对 GB 29921-2013 的知晓情况较好。但仍需大力加强

对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通用标准的科普和宣传,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食品分类也亟需从顶层标准制定层

面进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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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ng evaluation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limits in food in Jiangsu province 

WU Gao-Lin, QIAO Xin, DAI Yue* 

(Jiangsu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and Prevention,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understand the awaren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GB 29921-2013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limits in food by the staff of relevant unit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vision.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the mea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subjects were mainly government regulators, inspection agencies, and 

food enterprise．Microsoft Excel 2013 and SPSS 18.0 were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Results  A total of 16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urvey, 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survey questionnaires was 99.4%. 

Respondents agreed with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andard in controlling pathogenic bacteria contamination and food 

borne diseases in food. About 76.83% of the respondents learned the standard through self-study, and 62.47% of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about the scope of food categories to which the limits standard should apply. 

Conclusion  The awaren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GB 29921-2013 was very well in Jiangsu province. Common 

standards for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public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food classification also needs to be unified from the top-level standard setting level. 

KEY WORDS: food safety standards; foodborne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evaluation;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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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世界卫生组织 2015年发布的“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评

估”中指出仅 2010 年就有 42 万人因食源性疾病导致死   

亡[1]。Dewey 等[2]对 2009~2015 年美国食源性疾病监测分

析报告同样表明细菌性因素(47%)和病毒性因素(46%)引发

的食源性疾病爆发事件最多。2010~2015 年我国食源性疾

病事件监测资料结果也显示病因明确的暴发事件中微生物

因素引起的发病人数最多[3]。 

根据 2015 年新版《食品安全法》[4]规定, 在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组织下有序开展的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将对确保标准质量、适时更新完善标准发挥重要作用[5]。

然而通用标准 GB 2992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致病菌限量》[6]作为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基石[7]

及从国家层面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3,8], 自 2013 年制

订发布以来尚未对标准的使用情况、知晓情况及亟待完善

之处开展过针对性的调查和评价。 

本研究通过江苏省相关单位人员对 GB 2992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6]的认知和使用

情况等进行调查, 收集监管部门、检验机构、生产企业等

对 GB 29921-2013 的意见和建议 , 为后续开展 GB 

29921-2013 的修订、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根据 2018 年江苏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

中主要方法和要求,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 选取江苏省内 20

个食品安全监管部门、21 家食品安全检验机构和 50 个食

品生产企业的相关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2.2  调查内容 

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开展本次跟踪评价调查。问卷内

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信息(所在地区、人员类别、个人信息、

了解 GB 29921-2013 的途径及所在企业规模等)和意见及

建议 2 部分。其中意见及建议的类型包括标准实施效果、

标准文本内容、标准指标技术要求及其他。 

2.3  统计学分析 

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13 建立数据库, 使用 SPSS 

18.0 进行统计分析, 检验水准 α<0.05。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情况 

本次标准跟踪评价调查共发放调查表 165 份, 收回

164 份, 排除调查信息、数据缺失等, 实际有效 164 份。

共收集意见及建议 485 条, 有 31 份调查表无任何意见和

建议。 

3.1.1  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被调查对象中有监管部门人员 29 人, 检验机构人员

32 人, 食品企业管理人员 83 人, 食品企业检验人员 20 人。

本次标准跟踪评价收集到的 485 条意见建议中, 来自监管

部门人员、检验机构人员食品、企业管理人员和食品企业

检验人员的意见建议分别占 18.14%、37.73%、36.49%和

7.64%。来自不同被调查单位调查对象对于 GB 29921-2013

意见及建议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被调查对

象具体组成情况见表 1。 

3.1.2  被调查食品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国统字〔2017〕142 号)[9]中工业类企业规模按从

业人员和营业收入划分标准, 对参加本次调查的 103 名企

业人员(含管理人员和检验人员)所在企业的规模进行分析, 

被调查的 50 家食品企业中微型食品企业占 14.00%(7/50), 

中、小型食品企业合计占 82.00%(41/50), 大型食品企业仅

占 4.00%(2/50), 符合我国现阶段食品工业企业总体规模较

小、生产集中度不高[10]的特点。被调查食品生产企业具体

规模情况见表 2。 

3.1.3  意见及建议所属类型分布情况 

本次标准跟踪评价收集到的 485 条意见及建议中, 关

于标准文本内容与标准指标和技术要求的意见及建议分别

占 28.66%, 剩下 42.68%的意见及建议均是关于其他方面

的。意见及建议所属类型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3。 

 
表 1  被调查人员组成情况(n=133) 

Table 1  Composition of investigated respondents (n=133) 

被调查对象 有意见建议人员数 无意见建议人员数 卡方值 P 值 意见建议数 

监管人员 24 5 7.194 0.064 91 

检验机构人员 31 1   181 

食品企业管理人员 63 20   177 

食品企业检验人员 15 5   36 

合计 133 31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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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被调查食品生产企业规模和占比(n=50) 
Table 2  Constituent ratio of investigated industries' scale 

(n=50) 

分类 数量 占比/% 

微型食品企业 7 14.00 

小型食品企业 25 50.00 

中型食品企业 16 32.00 

大型食品企业 2 4.00 

合计 50 100.00 

 
表 3  意见及建议所属类型分布情况(n=485)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belonging types of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n=485) 

分类  数量 占比/% 

所属类型 

标准实施效果 0 0 

标准文本 139 28.66 

标准指标和技术要求 139 28.66 

其他 207 42.68 

合计  485 100.00 

 

3.2  标准知晓情况 

参与本次调查的相关单位人员中通过自学和参加培

训方式知晓 GB 29921-2013的分别占 76.83%和 23.17%, 自

学依然是知晓的主要途径。不同被调查对象知晓标准的具

体途径情况见表 4。 

 
表 4  不同被调查对象的知晓途径情况(n=164) 

Table 4  Awareness ways of standard of investigated 
respondents (n=164) 

被调查对象

 知晓途径 

自学 参加培训 合计 自学占比/%
参加培训

占比/%

监管人员 21 8 29 72.41 27.59 

检验机构人员 23 9 32 71.88 28.13 

企业管理人员 66 17 83 79.52 20.48 

企业检验人员 16 4 20 80.00 20.00 

合计 126 38 164 76.83 23.17 

 

3.3  标准内容评价 

因对标准实施效果的调查未收到任何意见及建议 , 

可认为包括监管部门、检验机构、食品企业在内的标准使

用者主体一致认可 GB 29921-2013 发布至今在控制食品中

致病菌污染、预防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发生[11]的效果。 

对标准的标准文本内容及标准指标技术要求的调查

结果显示, 收集到的意见及建议属于范围、应用原则、指

标要求和其他等的分别占 62.47%、25.98%、8.87%和

2.68%。意见及建议具体所属章节分布及提出人员情况见

表 5。 
 

表 5  意见及建议所属章节分布及提出人员(n=485) 
Table 5  Section distribution and proposer of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n=485) 

所属章节 意见及建议 提出人员 

范围 

增加明确不适用的食品种类范围 28 

调整本标准现行的适用范围 6 

增加本标准适用的食品种类范围 57 

合并本标准发布前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有关致病菌限量内容 77 

对标准指标对应食品分类更加细致描述 5 

餐饮环节食品应纳入本标准适用范围 50 

将超市、食品店、农贸市场中大量采用固定包装销售的不符合预包装食品定义的

食品纳入本标准适用范围 
77 

其他 3 

应用原则 

对致病菌限量指标相对应的食品类别进行更详细规定及描述 85 

增加明确食品生产加工者和食品经营者各自的责任范围 2 

增加术语和定义 30 

调整标准的应用原则 9 

指标要求 

致病菌指标的限量需要调整 23 

致病菌指标三级采样方案需要调整 7 

调整致病菌指标的检验方法 13 

其他 13 

合计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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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标 准 相 关 食 品 种 类 的 意 见 及 建 议 占

62.47%(303/485)。其中以“增加明确不适用的食品种类范

围”、“增加本标准适用的食品种类范围”、“餐饮环节食品

应纳入本标准适用范围”和“将超市、食品店、农贸市场中

大量采用固定包装销售的不符合预包装食品定义的食品纳

入本标准适用范围”等意见及建议尤为集中。 

4  结论与讨论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整体评价指标体系仍在逐

步建立当中[12], 基于标准跟踪评价开展的研究多采取了与

本研究类似的专题调查方式[13‒15]。 

通过本次跟踪评价调查发现来自江苏省各单位相关

人员对 GB 29921-2013 在控制食品中致病菌污染、预防微

生物性食源性疾病发生[9]的重要作用均表示一致认可, 整

体评价较好。 

虽然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16]到“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17]中都明确提出要“同步制定重要食品

安全标准释义”, 本次跟踪评价调查发现仍有高达 76.83%

的被调查对象是通过自学方式来了解学习 GB 29921-2013, 

仅有不到 25%的各单位相关人员参加过由标准制修订权威

部门举办的系统化科学培训, 直接导致很多相关人员对

GB 29921-2013 中专业术语和规范性描述的理解存在认识

不统一的情况。 

本次跟踪评价调查还发现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员都对

GB 29921-2013 所应适用的食品种类范围问题意见及建议

比较集中, 调查收集到的有关标准相关食品种类的意见及

建议占 62.47%。适用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通用标准和

产品标准的食品分类体系的缺失已严重影响通用标准和产

品标准之间的引用和衔接配合[18]。 

关于 GB 29921-2013 中的检验方法, 有部分检验机构

人员提出标准中所用三级采样法存在科学性有余而可操作

性不足的问题, 在流通领域开展采样和对大包装食品采样

时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 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检验人员

反映目前我国食品工业企业规模化程度不高, 绝大多数企

业规模和资源有限[10,19], 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方法

的硬件门槛对食品企业在现实运作中偏高。 

5  建  议 

5.1  加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通用标准科普和宣传的

力度 

GB 29921-2013 是我国首次制定的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通用标准, 多参考 CAC 以及 ICMSF 等国际组织和欧盟、

英国、美国、韩国及澳新等先进发达国家的相关理念和方

法[20‒24]。引入新理念和新方法导致部分相关单位人员对微

生物检验的目的意义及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内涵缺乏了解, 

出现食品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控制重视不足, 监管

部门过分依赖对终产品的批次检验开展监管等问题。这些

问题的出现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通用标准的日常宣贯较少, 

相关单位人员尤其是监管部门和食品企业[25]对包括限量

指标设置、标准涉及食品分类及检验方法使用的认识水平

层次不齐直接相关。因此, 应大力加强对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通用标准科普和宣贯的力度, 加强监管部门、食品企业、

检验机构等相关单位人员对于标准应用原则和食品中致病

菌风险控制理念的理解, 提升认识和运用标准的能力。 

5.2  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开始统一食品分类 

目前GB 29921-2013与其他标准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客观存在食品分类体系不一致的情况, 该情况的出现源

于不同标准在考虑对食品进行分类时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如监管部门制订食品生产许可的分类时主要关注食品生产

原料、设施、工艺等基础条件的合规性; 不同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则或是基于特定种类的食品安全风险, 或是依据

特定原料、工艺在风险管理上的一致性确定, 标准之间无

法直接机械的相互借鉴和套用, 客观导致在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日常使用中监管部门、食品企业、检验机构及消费者

常因对食品分类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各种争议。因此, 亟需

根据食品原辅料、食品特性和生产工艺, 在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制定的顶层设计上就对食品分类进行统一, 明确分类

界限, 细化分类说明[26]。 

5.3  积极更新细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应用更多新

技术新方法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

与食品标准的更新常无法同步, 未及时更新的老标准中老

旧低效的检验方法仍在沿用, 客观上造成检验和监管资源

的浪费和实际工作的困难。因此, 建议积极更新细化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特别是检验方法标准和产品标准, 加强监管

部门及检验机构对分级采样原理和目的的理解, 合理确定

采样环节避免重复采样, 提高采样方案可行性。此外, 对

于计量称重的包装产品以及含有较多独立称重包装的大包

装产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修订时应考虑细化此类产品采

样的原则, 避免无法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进行采样

或增加不必要的采样成本。 

随着全球化视野下国内外食品交流速度的不断加快, 

生理生化技术、分子学技术、免疫学技术、质谱技术、生

物传感器技术及指纹图谱技术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方法

被应用到食品微生物检验中, 食品微生物快速检验技术的

应用和发展潮流不可逆转。因此, 也建议在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修订时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方法, 可考虑通过下级标准

或推荐性标准等方式逐步更新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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