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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河南省市售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卫生状况!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标准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参照+%$!+ 年国家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风险监测工作手册,提供方法进行采样和检测!在河南省共采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 份!对其进行肠杆菌科#蜡样芽胞杆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克罗诺杆菌属污染状况

检测!对检测中可疑菌落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进行鉴定" 结果#!$" 份样品中肠杆菌科和克

罗诺杆菌属检出率分别为 $-.Z[&!/!$"’和 ’-+"[&,/!$"’!均在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中检出!产地集中在江

西省和福建省!采样地点类型均为便利店/零售店!, 份克罗诺杆菌属阳性样品中有 ’ 份样品标识为#辅食添加初

期" . 份样品蜡样芽胞杆菌定量结果在 !$f!$" <C6/;范围!检出率为 +-Z)[&./!$"’!样品产地包括广东省#江西

省#福建省#黑龙江省和四川省!采样地点类型均为超市和便利店/零售店!其中有 + 份是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

品" 结论#河南省市售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尤其是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受到克罗诺杆菌属和蜡样芽胞杆菌

污染!且这些阳性产品中大多数标识的适用年龄为#辅食添加初期!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较大!建议婴幼儿即

食谷物辅助食品添加克罗诺杆菌属和蜡样芽胞杆菌微生物限量!降低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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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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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是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各种器官尚未发
育成熟%免疫力及抵抗力低下%易受外界各种因素
的影响和侵害%尤其是喂养食品%因此婴幼儿食品
一直备受关注 ( !) * 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特殊
膳食食品标准有 . 个%其中涉及婴幼儿的标准有 ’
个%分别为 YJ!$Z,.!%$!$+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
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 %) ’YJ!$Z,Z!%$!$+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较 大 婴 儿 和 幼 儿 配 方 食 品 , ( ") ’ YJ
!$Z,’!%$!$+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配方食
品, ( )) ’YJ!$ZZ$!%$!$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
儿罐装辅助食品, ( ’)和 YJ%’’.,!%$!$+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 ,) * 上
述 ’ 个标准对微生物限量项目略有不同%其中 YJ
!$Z,Z!%$!$( ")和 YJ!$Z,.!%$!$( %) 仅对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及沙门菌进行限量%并未对克罗诺杆
菌属"5,&’&>#B+(,%旧称阪崎肠杆菌#’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菌"A)0+(,)# %&’&B8+&F(’(0%以下简称单增李斯
特菌#和蜡样芽胞杆菌"@#B)$$70B(,(70#进行规定和
限量%尤其是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目前市场上流
通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产品标识适用人群分为
两大类$#, 个月龄和#辅食添加初期%妇产及儿科
医生建议 ) 月龄的婴儿喂养时应添加辅食 ( Z) %结合
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特殊人群膳食指南和目前儿
童保健指导 ( +)的建议%辅食添加初期应为 )f, 个月
龄%而 YJ!$Z,.!%$!$-术语及定义.中规定这类食
品的适用人群为 , 月龄以上婴幼儿%微生物限量项
目也比 YJ!$Z,’!%$!$( ))和 YJ%’’.,!%$!$( ,)减
少了 % 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克罗诺杆菌属#%两者
之间存在 % 个月的年龄差异及微生物限量项目的不
同%存在极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克罗诺杆菌属’单增李斯特菌和蜡样芽胞杆菌
是重要的食源性致病菌* 其中克罗诺杆菌属在食
品及人体肠道内广泛存在%耐热’耐高渗透压%且具
有较强的增殖能力 ( .) * 婴幼儿食品中有微量污染%

甚至小于 " <C6/!$$ ;就能大量繁殖 ( !$*!!) %导致感
染发生* 其易感人群主要是 ! 岁以下婴幼儿%可引
起严重的脑膜炎’结肠炎和菌血症%导致神经系统
后遗症甚至死亡 ( !%*!’) * 单增李斯特菌能够引起脑
膜炎’败血症’孕妇流产或死胎等临床症状的疾
病 ( !,*!Z) * 蜡样芽胞杆菌能够产生毒素 ( !+) %引起以呕
吐和腹泻为主要症状的食源性疾病 ( !.*%!) &因此%针
对上述 " 种菌的检测和监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本
研究对 %$!+ 年河南省市售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微

生物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

%$!+ 年 " f!$ 月从河南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 个监测点"安阳市’平顶山市’三门峡市’郑州市和
周口市#的百货商场’超市’便利店/零售店’农贸市
场和网店采集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 份%其中婴
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 Z+ 份’婴幼儿生制类谷物辅
助食品 + 份’婴幼儿即食高蛋白谷物辅助食品
!! 份’婴幼儿饼干或其他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
, 份* 样品产地主要是我国广东’江西’福建等!! 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德国*
!-!-%#主要仪器与试剂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pUQRe% <?IO92>"$%法
国生物梅里埃#%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
质谱"‘(5WU*QVC‘E#仪"德国 JBLHAB#*

革兰阴性菌鉴定卡’缓冲蛋白胨水’磷酸盐缓冲
液’煌绿胆盐葡萄糖肉汤’改良月桂基硫酸盐胰蛋白
胨肉汤’‘XK琼脂’营养琼脂’结晶紫中性红胆盐葡
萄糖琼脂均购自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玛嘉
阪崎肠杆菌显色培养基"上海欣中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氰基*) 羟基肉桂酸"T<<(%德国 JBLHAB#%微
生物鉴定用质谱仪校正标准品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赠送* 上述培养基均在有效
期内使用%且使用之前均经过技术性验收*
!-%#方法
!-%-!#样品采集

为保证检样的代表性%取样前将样品充分混
匀%再用 Z’[酒精棉球消毒袋口"罐口’瓶口#%使用
灭菌剪刀或开罐器等无菌开口* 无菌开口后直接
用无菌勺等从表层和深层"四角和中央#多点取样*
!-%-%#样品分析

分别称取 %’ ;样品置于 %%’ I@磷酸盐缓冲液
中%均质 % I8:%参照+%$!+ 年国家食品污染物和有
害因素风险监测工作手册, ( %%)进行肠杆菌科’单增
李斯特菌和蜡样芽胞杆菌的检测* 称取 !$$ ;样品
置于 .$$ I@缓冲蛋白胨水中%混匀%参照上述工作
手册进行克罗诺杆菌属检测*
!-%-"#可疑菌落的 ‘(5WU*QVC‘E 鉴定

用 ‘(5WU*QVC‘E 对可疑菌落进行检测* 检测
前用标准品进行校准后检测样品孔* 标准品校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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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在 $-"o%具体参考文献(%"*%))进行%其中检测
分值为 %-"$$f"-$$$%解读为高度可能种鉴定&检测
分值为 %-$$$f%-%..%解读为可信的属或可能种鉴
定&检测分值为 !-Z$$f!-...%解读为可能属鉴定&检
测分值为 $-$$$f!-,..%解读为不可信的鉴定结果*

%#结果与分析
%-!#不同种类及不同适用年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微生物污染情况

本次调查共采集 !$" 份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其中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检出 ! 株肠杆菌科’
, 株克罗诺杆菌属%均未检出单增李斯特菌* !$" 份
样品肠杆菌科定量检测结果均在b!$ <C6/;范围
内&蜡样芽胞杆菌定量结果显示 .) 份样品在
b!$ <C6/;范围内%. 份样品在 !$f!$" <C6/;范围
内%见表 !* 根据产品标识%!$" 份婴幼儿谷类辅助
食品分为两大类$#, 个月龄和#辅食添加初期*
#, 个月龄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检出肠杆菌科和
克罗诺杆菌属各 ! 株&#辅食添加初期的婴幼儿谷
类辅助食品检出克罗诺杆菌属 ’ 株*

表 !#不同种类及不同适用年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微生物检测情况
Q9N@A!#‘82B?N8?@?;829@>AG>BAGL@>G?3D833ABA:>H8:DG9:D 9OO@829N@A9;AG?3<J<CG3?BUX<

分类
样品
份数

RJ检出份数"检出率/[#

定量"b!$ <C6/;# 定性
<J检出份数
"检出率/[#

J<定量检出份数"检出率/[#
b!$ <C6/; !$f!$" <C6/;

样品种类

年龄段

CE*7E Z+ Z+ "!$$-$$# ! "!-%+# , "Z-,.# Z$ "+.-Z)# + "!$-%,#
CE*E\ + + "!$$-$$# $ "$-$$# $ "$-$$# + "!$$-$$# $ "$-$$#
CE*YWJ !! !! "!$$-$$# $ "$-$$# $ "$-$$# !! "!$$-$$# $ "$-$$#
CE*dQ , , "!$$-$$# $ "$-$$# $ "$-$$# ’ "+"-""# ! "!,-,Z#

#, 个月龄 ," ," "!$$-$$# ! "!-’.# ! "!-’.# ’+ ".%-$,# ’ "Z-.)#

#辅食添加初期 )$ )$ "!$$-$$# $ "$-$$# ’ "!%-’$# ", ".$-$$# ) "!$-$$#

注$CE*7E 为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 CE*E\为婴幼儿生制类谷物辅助食品& CE*YWJ为婴幼儿即食高蛋白谷物辅助食品&CE*dQ为婴幼儿饼
干或其他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RJ为肠杆菌科& <J为克罗诺杆菌属&J<为蜡样芽胞杆菌&所有检测样品中均未检出单增李斯特菌&RJ
定量#!$ <C6/;及 J<定量#!$" <C6/;范围内均未检出&下表同

%-%#不同产地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微生物污染
情况

!$" 份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 份产地分别
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等 !!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另有 " 份为德国进口产品%样品产地主要集中在广
东’江西’福建和黑龙江 ) 个省份* 对肠杆菌科"定
量和定性#’克罗诺杆菌属’单增李斯特菌和蜡样芽
胞杆菌"定量#进行检测%广东和黑龙江两省样品
中%肠杆菌科"定性#’克罗诺杆菌属’单增李斯特菌

均未检出&江西省检出 ) 株克罗诺杆菌属&福建省检
出 ! 株肠杆菌科和 % 株克罗诺杆菌属&" 份四川省
样品中 % 份 "占 ,,-,Z[#蜡样芽胞杆菌定量结果
b!$ <C6/;%! 份 "占 ""-""[#为!$f!$" <C6/;%见
表 %* 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市’山西省’山东
省’浙江省’河南省以及德国等 Z 个地区肠杆菌科
和蜡样芽胞杆菌定量检测结果均为b!$ <C6/;%肠
杆菌科定性’克罗诺杆菌属和单增李斯特菌均未
检出*

表 %#部分产地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微生物污染情况
Q9N@A%#QAG>BAGL@>G?3I82B?N89@2?:>9I8:9>8?: ?3<J<CG3?BUX<3B?IG?IABA;8?:G

产地
样品
份数

RJ检出份数"检出率/[#

定量"b!$ <C6/;# 定性
<J检出份数
"检出率/[#

J<定量检出份数"检出率/[#
b!$ <C6/; !$f!$" <C6/;

广东 ", ", "!$$-$$# $ "$-$$# $ "$-$$# ") ".)-))# % "’-’,#

江西 !+ !+ "!$$-$$# $ "$-$$# ) "%%-%%# !’ "+"-""# " "!,-,Z#

福建 !% !% "!$$-$$# ! "+-""# % "!,-,Z# !$ "+"-""# % "!,-,Z#

黑龙江 !$ !$ "!$$-$$# $ "$-$$# $ "$-$$# . ".$-$$# ! "!$-$$#

四川 " " "!$$-$$# $ "$-$$# $ "$-$$# % ",,-,Z# ! """-""#

%-"#不同采样点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微生物污染
情况

!$" 份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微生物分别采自百
货商场’超市’便利店/零售店’农贸市场和网店 ’ 类
采样地点* 对肠杆菌科"定性和定量#’克罗诺杆菌
属’单增李斯特菌和蜡样芽胞杆菌 "定量#进行检
测%其中检出 ! 株肠杆菌科和 , 株克罗诺杆菌属的
样品均来自便利店/零售店* 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

%-)#可疑蜡样芽胞杆菌菌落的 ‘(5WU*QVC‘E
鉴定

对蜡样芽胞杆菌选择性培养基上 . 个可疑的蜡
样芽胞杆菌菌落进行 ‘(5WU*QVC‘E 鉴定%标准品
校正质谱图见图 !%其中 Z 个可疑菌落检测分值分
别为 %-!%"’ %-$)!’ %-%),’ %-!!’’ %-$$"% %-$!) 和
%-!+"%均大于 %-$$$%% 个可疑菌落检测分值分别为
%-"’+ 和 %-"!$%均大于 %-"$$%因此 . 个菌株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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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不同采样地点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微生物检测情况
Q9N@A"#QAG>BAGL@>G?3I82B??B;9:8GI8: <J<CG3?BUX<3B?ID833ABA:>G9IO@8:;G8>AG

采样地点 样品份数
RJ检出份数"检出率/[#

定量"b!$ <C6/;# 定性
<J检出份数
"检出率/[#

J<定量检出份数"检出率/[#
b!$ <C6/; !$f!$" <C6/;

百货商场 % % "!$$-$$# $ "$-$$# $ "$-$$# % "!$$-$$# $ "$-$$#

超市 "Z "Z "!$$-$$# $ "$-$$# $ "$-$$# ", ".Z-"$# ! "%-Z$#

便利店/零售店 ’. ’. "!$$-$$# ! "!-,.# , "!$-!Z# ’! "+,-))# + "!"-’,#

农贸市场 ! ! "!$$-$$# $ "$-$$# $ "$-$$# ! "!$$-$$# $ "$-$$#

网店 ) ) "!$$-$$# $ "$-$$# $ "$-$$# ) "!$$-$$# $ "$-$$#

合计 !$" !$" "!$$-$$# ! "$-.Z# , "’-+"# .) ".!-%,# . "+-Z)#

图 !#微生物鉴定标准品校正质谱图
C8;LBA!#‘9GGGOA2>BLI?329@8NB9>8?: G>9:D9BD 3?B

I82B?N8?@?;829@8DA:>83829>8?:

判定为蜡样芽胞杆菌*

"#讨论
%$!+ 年对河南省采集的 !$" 份市售婴幼儿谷

类辅助食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部分食品受到
肠杆菌科’克罗诺杆菌属和蜡样芽胞杆菌的污染*
肠杆菌科和克罗诺杆菌属阳性样品均集中在婴幼
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产地集中在江西省和福建
省%采样地点类型均为便利店/零售店* , 份克罗诺
杆菌属阳性样品中有 ’ 份产品标识为#辅食添加初
期* 蜡样芽胞杆菌定量结果在a!$ <C6/;范围的有
. 份样品%其中有 + 份是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
样品产地包括广东省’江西省’福建省’黑龙江省和
四川省%采样地点类型均为超市和便利店/零售店*
由于本次抽样样本量相对较少%对于单增李斯特菌
仍需进一步的调查*

市售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的食用方式为
热水冲调放凉后食用%冲调过程中所用的热水温度
及作用时间并不能杀死克罗诺杆菌属和蜡样芽胞
杆菌%且这类食品营养丰富%易滋生细菌%在冲调后
放凉的过程中细菌很容易生长繁殖 ( %’) * 另外%有些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产品标识的适用人群为#辅
食添加初期%根据医生建议辅食添加初期一般在 )
个月龄%这与 YJ!$Z,.!%$!$ 中婴幼儿谷物辅助食
品的定义所说的适于 , 月龄以上有些偏离%而且 YJ
!$Z,.!%$!$ 中也没有对克罗诺杆菌属和蜡样芽胞
杆菌进行限定%食用被克罗诺杆菌属和蜡样芽胞杆
菌污染的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的婴幼儿将面

临很大的食品安全风险* 国内已有婴幼儿奶粉中
蜡样芽胞杆菌污染量在 !$% f!$" <C6/;之间引起食
物中毒的案例 ( %,*%Z) %本次调查发现有 % 份产品蜡样
芽胞杆菌定量结果分别为 ’%$ 和 ’)$ <C6/;%均属
于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而且产品标识适用年
龄段为#辅食添加初期%食品安全风险较大* 因此
建议婴幼儿即食谷物辅助食品相关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中补充克罗诺杆菌属和蜡样芽胞杆菌微生物
限量项目%以降低食品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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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啦1 办公场所如何做好防控0

##!1做好口罩#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设置应急处置区域!落实单位主体责

任!加强人员培训"

%1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员工健康状况进行登记!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

"1加装体温监测设备!对进入写字楼的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体温正常者方可进入"

)1加强通风换气" 如使用集中空调!保证空调运行正常!加大新风量!全空气系统关闭回风"

’1做好电梯#公共卫生间等公用设备设施和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

,1保持公共区域和办公区域环境整洁!及时清理垃圾"

Z1做好手卫生!注意个人卫生习惯!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1工作人员随身备用口罩!与他人近距离接触时佩戴"

.1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示!利用各种显示屏宣传新冠肺炎及其他传染病防控知识"

!$1减少开会频次和缩短会议时间!会议期间温度适宜时应当开窗或开门" 建议采用网络视频会议等

方式"

!!1当出现新冠肺炎病例时!应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对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同时对空调通

风系统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1中#高风险地区!严格控制进入办公场所人员数量!尽可能安排人员隔位#分散就坐" 有条件的采取

居家办公#网络办公#分散办公等方式" 工作人员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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