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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检验及实验室质量控制 

范  蕊, 阿依努尔ꞏ阿娜比亚, 曹雪琴, 李肖璇, 于文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院, 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 食品微生物检验对确保食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食品微生物检测是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 

随着人类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微生物检测工作的科学开展能够有效

提升食品安全, 对我国现代食品行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本文主要介绍了食品微生物检验的主要

内容及特点、检测技术及方法、食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控制措施等, 以期为本行业工作人员提供可靠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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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microbiological inspe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food safety, and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As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continues to improve, food safe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microbiological inspec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food safety and is of indispensabl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modern food industry.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d the mai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microbiological inspec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and food microbiological laboratory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so as to provide a reliable 

theoretical basis for workers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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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给

人们的健康带来较大威胁, 食品安全成为一项基本民生问

题, 同时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关注的共同问题。随着人类饮

食方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生产模式的改变, 食

品被各种外来媒介污染的因素逐渐增多。近年来, 食品安

全事件频出, 如我国已多次从冷冻进口海产品中发现新冠

病毒, 不仅影响人体生命健康, 而且可能阻碍社会经济发

展。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在过去 10 年中, 各大洲均爆发

过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疫情, 并因全球化贸易而扩大, 每年

全世界约有 6 亿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 并有 42 万

人死亡。其中, 腹泻是最常见的食源性病症, 每年有约 5.5

亿人患病, 23 万人死亡[1‒3]。食源性疾病对全球公共卫生以

及粮食和营养安全影响较大, 病原体的存在对人类、动物

和环境健康构成威胁。 

食品安全有助于实现全球发展以及人类营养和健康

目标方面的成果[4]。食品微生物检测作为食品检测的重要

指标之一, 是食品安全质量管理要素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

手段, 是判定被检食品是否符合食用标准的手段之一。因

此, 控制食品微生物检测各个环节质量要素, 能够显著降

低食品安全问题, 对食品安全、人类健康及经济发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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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食品安全是国内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的关键要素。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 提升食品的

安全性、保证食品质量是维护人类健康的前提和关键。食

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是食品监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食品整体的安全管理及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中起着重要

作用, 是食品安全的一道控制防线[5‒6]。本文主要介绍了食

品微生物检验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检测技术及方法、食品

微生物实验室质量控制措施等, 以期提升食品微生物的整

体检验质量, 为本行业工作人员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内容及特点 

我国食品微生物检验主要内容包括: 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致病菌、霉菌及其毒素等食品微生物指标。菌

落总数、大肠菌群数是衡量食品卫生学指标是否合格的

重要指标。致病菌主要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阪崎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李斯特氏菌、副溶血性弧

菌等。近年来 , 《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

(2018—2021 年版)》越来越重视食品微生物项目的检测, 

几乎所有的食品大类均需要检测微生物。在一些食品种

类中开展了特定的致病菌检验, 包括包装饮用水中新增

了“铜绿假单胞菌”, 预包装熟肉制品中检测“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氏菌”等[7‒11]。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主要特点是具备及时性、准确性、

广泛性、干扰性。在食品原材料中存在的微生物种类丰富

多样, 且会迅速繁殖, 另外食品的保质期有限, 因此, 对

食品微生物的检测需及时有效, 确保检测数据及结果的准

确可靠; 也可对食品中多种微生物元素同时检测, 以节约

检测时间, 提高检测效率。这也体现了食品微生物检测的

广泛性, 不仅可以检测出食品中添加的微生物, 还可以检

测出各种致病微生物[12‒13]。另外, 食品原料中污染途径较

多, 对检测工作存在一定的干扰。 

2  食品微生物检测方法及检测技术 

食品微生物检测较传统的方法主要有: 形态结构观

察法、细胞培养法、生理生化鉴定实验法、血清学分型法、

噬菌体分型法、毒性毒理实验法及血清试管凝集实验法 

等[14]。在目前的食品微生物标准体系中, 主要针对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以及一些常见的致病菌, 通过样品的采集、

称量、均质、稀释、培养、观察, 对可疑菌落继续采取培

养观察法、血清凝集实验法、革兰氏染色镜检法、生理生

化鉴定法等[15‒21]。这些方法检测的结果比较准确, 但操作

过程复杂, 比较耗时。 

近年来,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和新时代科学技术地不

断进步, 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太赫兹技术、表面增强

拉曼光谱(surface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技

术、代谢组学技术、免疫组化分析检测技术、生物传感器

检测技术、分析化学技术及自动微生物检测系统, 从根本

上改变了食品微生物检测方法局势, 使食品微生物检验技

术向高效率、高标准、高精度和高灵敏度的方向逐步发展。

SERS 为食品应用提供了快速、灵敏的指纹分析工具, 在食

品安全、质量检测、分析化学和微生物危害方面显示出广

泛的应用。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进步正在引领食品微

生物学的快速变化, 尤其是 DNA 探针、PCR 技术的应用, 

明显提高了食品微生物检验工作的高效性、准确性和可靠

性, 同时新的诊断和检测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食品微生物检

测及流行病学的研究。食品微生物检验新方法主要有: 代

谢学技术, 包括电阻抗法、快速酶促反应及代谢产物的检

测、微量生化法、放射测量技术; 抗体的方法, 主要有乳

胶凝集反应、酶联免疫吸附法; 分子生物学技术, 主要有

核酸探针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 仪器法, 主要有流

式细胞术、免疫磁性微球、电阻电导检测器、生物梅里埃

自动酶联荧光免疫测试全自动免疫分析仪、ATP 生物发光

法等[22‒30]。 

3  食品微生物检验质量控制 

食品微生物检测质量控制是生物实验室检测工作的

重要环节, 其在微生物检测过程中至关重要。影响食品微

生物检测的质量控制要素较多, 如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

实验室设计、检测人员素质、实验室环境、样品采集与保

存、检测方法及检测过程、仪器设备是否检定、培养基及

试剂耗材的有效性、标准菌株的合理管理等都是影响检验

结果准确与否的直接因素。这些环节相互影响, 保证每一

个环节的质量, 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可靠。 

食品实验室微生物检测常规的质量控制方式有: 开

展空白对照、对培养基试剂及标准菌株的质控、开展盲样

考核、平行实验、标准菌株阴阳性对照、留样复测、人员

比对、盲样考核、仪器比对、实验室间比对等。实验室每

年应根据检验检测工作量统计情况、人员情况、内部审核

结果、仪器设备情况、环境状况、检验检测方法变更及查

新、检测报告出现的问题等方面, 及时制定适合实验室自

身发展的质量管理计划, 组织管理人员开展实施计划, 并

对质量控制结果进行评价[9]。 

3.1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 

食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控制体系的规范运行, 需要

建立完整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制度, 通过体系、制度科

学的管理实验室[31‒32], 所有工作均应有相应的程序文件、

工作指导书支持, 检测人员的实验操作应符合操作规范, 

有效提升实验室检验水平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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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人员和环境的控制 

食品微生物检测人员应具备食品相关专业或者微生

物学专业背景知识, 应满足国家对从事食品微生物检验检

测工作的任职要求, 并应具备熟练的实际操作经验。在开

展食品微生物检测工作时, 检测人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

德, 具备耐心、细心和责任心, 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技

术能力, 具备终身学习的理念。检测人员开展实验前应进

行岗前培训, 并定期开展有关微生物检测方法和生物安全

方面的培训活动 , 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 培养责任意

识。检测人员应多参加检测技术交流会, 掌握国内外先进

的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研究进展, 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以及

实验室的检测效率, 进而更好地适应不断更新的检测要

求。同时, 检验人员需具备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定期体

检。在食品微生物检测质量控制过程中, 对工作人员的技

能水平不断提升, 同时引进先进的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使检测人员掌握全新的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积累实验能

力及分析判断能力, 为食品检测提供更好的服务[33‒34]。 

检测人员应严格按照食品微生物检验环境监测要求, 

对操作环境进行科学配置, 制定完善的微生物室环境管理

制度, 定期检查实验所需要的温湿度以及清洁度。实验室

各间的规划须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遵循单项检测流程原

则, 避免检测结果交叉污染而产生误差。针对无菌操作区

域, 实验前必须经紫外线消毒 30 min 后进行检测工作。检

测工作结束后, 及时做好消杀工作, 妥善处理检验后的样

品及废弃物。定期开展紫外灯期间核查工作, 确保食品微

生物检验样品不受环境的影响, 保持实验室环境整洁[35]。 

3.3  对仪器设备及试剂耗材的控制 

检测人员应定期核查高压灭菌器的压力表、培养箱的

温度、冰箱的温度、环境的温湿度、紫外线的消毒能力等。

在监测过程中, 必须具备完备的检测设备, 并且正确的使

用相关设备。按照检测机构《程序文件》的相关要求, 定

期清洁仪器设备, 做好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维护保养

及期间核查工作。定期更换检测仪器和设备, 淘汰废旧设

备, 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对检测仪器进行定期维护保

养, 运用先进的监控技术对食品微生物检测仪器进行全方

位监控, 保证仪器的稳定性, 使食品微生物检测质量得到

保证, 提高食品的安全性。检测设备的不稳定直接导致检

测人员分析和判断出现偏差或错误, 影响检测结果[36‒38]。 

培养基与试剂耗材对微生物培养的成败及样品的合

格率构成决定性影响。同时, 要保证培养基与试剂处于有

效期内, 并将培养基与试剂存储于满足要求的环境内, 以

便为检测效果提供保障。定期开展培养基与试剂的技术性

验收, 做好一次性耗材的验收工作。配置培养基时, 按照

说明指导的要求规范操作, 及时灭菌处理。定期核查培养

基的有效期及性能测试[39‒40]。 

3.4  对方法的选择和检测过程的控制 

我国与食品微生物检测有关的标准主要包括国家标

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及行业标准。在开展检测工作时, 

应选择现行有效的检测标准为依据开展实验。若可供选择

的检测方法有多种, 需以产品明示的检测标准或客户要求

的标准为主; 当标准方法或权威机构发布的检验检测方法

均无法满足检测要求时, 则使用其他非标准方法, 如超出

其预定范围使用的标准方法、实验室自制方法、修改过的

标准方法等。实验室在采用相关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工作前, 

应对该方法进行验证, 必要时进行方法的确认[41‒42]。 

在开展食品微生物检测工作过程中, 应严格按照我

国食品微生物检验系列标准开展业务。按照标准规定的相

关要求开展实验操作, 合理进行数据处理。食品微生物检

测包含了样品采集、样品运输、检测人员样品核对以及保

存、样品检测及培养、结果分析、数据处理、报告生成等

流程。在开展样本测试时, 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样本

处理。配制试剂时, 严格按照技术标准配制, 采用高压湿

热灭菌法对培养基进行高温消毒。实验前对无菌室进行紫

外消毒, 沉降菌监测工作, 检测人员做好自身防护, 实验

过程中注意规范操作, 避免交叉污染, 做好空白对照、阴

阳性对照, 必要时使用标准菌株对样品的阴性、阳性结果

进行对照分析, 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实验室监督员

应对检测人员做好监督,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检测结束后, 

需妥善处理垃圾等废弃物。另外, 需加强检测方法及技术

的研发及创新工作, 低成本、高效率、易操作、高准确性

等优势的检测技术是未来的研究方向[43‒45]。 

3.5  对样品采集和保存样品的控制 

样品采集是食品微生物检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不

同的样品有不同的采集和保存方法, 采样不规范或样品保

存不当均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样品采集应在无菌环

境下开展, 所使用的采样工具和容器均应是经过完全消毒, 

采集的样品需具有代表性, 符合检验要求。采样人员应熟

练操作, 避免对样品进行污染, 采样完成后及时记录样品

信息, 及时将样品存放在无菌容器中并进行标记。需即刻

检测的样品应立即送回实验室开展检测, 对于需要暂时存

储的样品须在规定条件下放置。在样品运输环节, 应避免

样品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受到外界污染, 避免样品外溢或

微生物数量发生变化。样品从采样到送入实验室越快越好, 

最好 24 h 内完成检测。样品到达实验室后, 实验人员应先

对样品进行核对, 检查外观是否完好[46‒49]。 

3.6  食品微生物检测外部质量控制 

食品微生物检测外部质量控制是对实验室检测水平

以及实验室检测综合能力的评判。实验室外部质量控制是

对食品微生物检测内部质量控制的补充, 更是提高食品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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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检测效率的重要手段。食品微生物实验室外部质量控

制的主要手段有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考核、盲样

考核、国家监管部门下发的监督考核盲样、实验室留样复

测、仲裁检验、实验室间的比对等多重形式的考核。为确

保食品微生物检测的实际质量, 一般可将多种外部质量控

制手段联合使用, 最大程度上保障食品微生物检测的真实

质量[50‒51]。 

4  结束语 

食品安全作为一项基本民生问题直接影响社会的发

展, 食品微生物检测在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至关重要的。

在疫情时代, 我国应提高食品检验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和管

理水平, 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综合实力。为确保食

品安全与检测质量, 需做好食品微生物检验质量控制工

作。规范样品采集工作、提升检验人员技能水平、强化仪

器设备、整理实验室内务环境、严格控制检验流程等措施, 

保障微生物检验结果的及时准确可靠。检测人员应将检测

方法与现有的标准方法有机结合, 不断优化创新检测方法, 

完善食品微生物质量管理体系, 严格把控食品微生物检测

内外部质量控制因素, 确保食品微生物质量检测各个环节

安全有效, 提升检测质量及效率, 有效保障食品安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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