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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由微生物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食

品中的微生物包括食源性致病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大肠杆菌等)
和腐败菌(霉菌、酵母菌等)。这些微生物严重威胁人类的

健康, 所以对于食品中微生物的控制、灭活、风险评估及

耐药性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重点从食品微生物质量

控制的角度介绍本期的主要内容。 

1  食品微生物质量控制研究现状 

近年来, 我国在完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方面做

了深入研究和实践。2003 年, 我国构建了食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 并在 2004 年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

针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2010 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

员会和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成立, 并在同年运行, 形成综合

协调与部门分段监管统一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2009
年我国颁布了《食品安全法》来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

而近几年兴起的食品追溯扫码更是保证了消费者对于食品

相关信息的知情权, 以及加大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监管, 
促进食品行业整体的进步。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 
是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目前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主

要有代谢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抗体检测、快速酶触反

应法等。但由于食品中微生物的多样性, 使一些传统检测

技术受限, 因此未来的检测方向如免疫磁珠技术, 该技术

可有效分离致病菌, 减少食品成分对检测的干扰; 生物传

感器检测, 该技术具有对腐败菌和病原菌敏感, 准确度高

的优点; 生物芯片检测技术等。 
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体系。尤其是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检测的准确度,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食

品安全, 但由于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起步较晚且民

众对于食品安全意识不够, 所以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依

然是任重道远。 

2  新型研究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微生物质量控制技术”专题, 在检测技术、质

量控制、溯源、预警、风险评估、鉴别等相关技术领域内

对投稿稿件按照《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的创新性、科

学性、实用性标准进行筛选。本期共收录了研究水平相对

较高的 24 篇优秀学术论文, 分别从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食品质量控制、风险评估等方面进行研究。  
本专题收录的 2 篇综述性文章, 详细论述了乳品中食

源性致病菌的快速检测技术、抗生素类药物的研发等内容。 
8 篇研究性论文被本专题收集, 从不同层面介绍了食

品微生物检测技术。首先, 介绍了制备聚酰胺-胺聚合物修

饰的磁性纳米粒子的方法, 将聚酰胺-胺树枝状聚合物固

定在磁性纳米粒子表面, 增加磁性纳米粒子负载能力, 从
而提高富集单增李斯特菌的效率, 该方法简化了单增李斯

特菌的检测步骤, 为食品中其他食源性致病菌的检测提供

参考。其次, 针对目前飞行质谱技术所需的参考物质很大

程度上被国外垄断, 本专题选录了原创性较强的论文—飞

行时间质谱即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质控样品研究, 文章详

述了即用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质控样品的制备方法, 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我国各研究机构对国外食品中微生物的阳性

参考物质的依赖。再次, 本专题中收录的免疫富集联合基

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法检测牛奶、鸡蛋中的

沙门氏菌, 为沙门氏菌的快速准确鉴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为食品微生物的风险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14 篇研究性论文被本专题收集, 通过对以往的食物

中毒事件进行研究和分析, 论述了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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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球菌、单增李斯特菌、肉毒梭菌、蜡样芽胞杆菌等食

源性致病菌的病原学及传播流行特征、耐药性、灭活机制

等, 分析了食品微生物污染发生的可能原因, 并针对不同

的病原菌和不同地区提出了减少污染的措施; 通过对多种

致病菌耐药性的研究, 发现广谱抗生素、抗菌药物的大量

使用或滥用是造成耐药性的主要原因, 提出我国应加强对

食源性致病菌的风险控制以及重视抗生素滥用的问题, 进
一步完善食品致病菌的监测系统。 

本期的 24 篇综述及研究性文章, 立意新颖, 选材广

泛, 涵盖了食品微生物快速检测技术、耐药性分析、风险

评估, 微生物控制等方面的内容。本专题的文章是从大量

来稿论文中通过层层筛选获得, 具有较高的水平, 既能反

映我国当前食品微生物检测的相关技术、标准体系、风险

评估、前沿技术及发展方向, 又能推动本领域与国际相关

研究接轨。同时本期专题的论文整体比较集中于食品微生

物污染状况分析与检测技术, 而关于致病菌的作用机制等

其他问题涉及相对较少, 这与著者的收稿意愿及期刊录稿

量相关, 无法详尽地反应目前国内食品微生物质量控制整

体研究方向或水平。  
希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增进同行学者间的学术交

流 ,  提升食品微生物质量控制技术领域科技支撑能力 , 
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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