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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婴儿配方粉及生产加工环节微生物污染情况调查

孙建云!胡晓宁!兰光!董锟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 兰州$-!&&&&#

摘$要!目的$了解婴儿配方粉及生产加工环节中微生物污染状况" 方法$采自某企业婴儿配方粉原料’设备’

人员及成品等共 ""& 份样品!按 F?0S&-!",%//-%出口食品中肠杆菌科检验方法&和 VK*-"/ 系列规定的方法进

行肠杆菌科’阪崎肠杆菌和蜡样芽胞杆菌检测" 结果$肠杆菌科检出率为 ’".*%e(’#&0""&)!阪崎肠杆菌检出率

为 &.*,e(*0"-’)!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为 %,./*e(!%0%"!)#原料中肠杆菌科污染最高(*&.&&e!*&0%&&)#预处

理车间人员’设备和环境表面共检出 * 株阪崎肠杆菌#成品中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为 ’’.-!e(%&0**)" 结论$婴

儿配方粉及生产加工环节均存在微生物污染情况!企业及相关部门应从原料’生产环节’环境等多方面严格把关!

确保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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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的饮食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以母乳喂养为
主%有时把婴儿配方食品作为一种补充%另有部分
人工喂养的婴儿%婴儿配方食品是其唯一的营养来
源, 婴儿配方食品不是绝对的无菌产品%可能含有
引起食源性疾病的其他病原体%存在潜在感染婴儿
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早产儿+低体重等特殊体质的
婴儿, 在我国%VK%&-,#!’&%&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婴幼儿配方食品( )%*微生物限量标准明确规定%

婴幼儿配方食品必须检测沙门菌+阪崎肠杆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 ! 种食源性致病菌%并符合微生物限
量值, 联合国粮农组织0世界卫生组织 "D)X0
_7X#认为%阪崎肠杆菌为婴儿配方粉中必须高度
关注的两种致病菌之一"另一种为沙门菌#%蜡样芽
胞杆菌污染婴儿配方食品也逐渐引起重视%污染量
大或产毒菌株也会引起食源性疾病%肠杆菌科作为
卫生指示菌%用来评价加工过程和终产品的卫生
状况,

收集婴儿配方粉及生产加工环节原料+环境+
产品等样品中肠杆菌科+阪崎肠杆菌和蜡样芽胞杆
菌的污染信息%确定婴儿配方粉生产加工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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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阪崎肠杆菌的分布和可能污染源%掌握各个环节
中蜡样芽胞杆菌的污染情况%了解卫生指示菌对加
工过程卫生状况的科学指导性%以评价现有控制措
施的有效性%为风险评估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 为
了解婴儿配方粉及生产加工环节中微生物污染状
况%本研究选定某婴儿配方粉企业%共采集原料+设
备+人员及成品等 ""& 份样品%进行肠杆菌科+阪崎
肠杆菌和蜡样芽胞杆菌检测,

%$材料与方法
%.%$样品来源

分别于 ’&%! 年 *+,+" 和 %& 月以及 ’&%* 年 *+
,+" 和 %& 月共 " 次在某婴儿配方粉企业采集
""& 份样品进行肠杆菌科+阪崎肠杆菌和蜡样芽胞杆
菌检测, 其中$原料类样品包括巴氏杀菌后储存罐中
的原料奶+未经巴氏杀菌的生奶+蛋白质类+基粉+矿
物质或预料粉+生产用水+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脂肪
类等共 %&& 份&中间产品类样品包括高温灭菌后的浓
缩奶+储存罐中的浓缩奶+储存罐中的半成品+储存后
的配料奶+干混后产品+流化床自落粉+振动筛上的粉
块等共 ’! 份&设备类样品包括小进料口+成品罐+包
料槽+上料机+混料罐和均质罐内表面以及操作台+就
地清洗"<Q‘#死角+全自动加糖机轮+全自动包装机
轮+流化床+封口机+上料机+缓冲罐和充氮罐外表面
等共 %** 份&工具类样品包括称量工具+维修工具+清
洁工具和吸尘器等共 #& 份&人员类样品包括预处理
车间+流化床车间和包装车间员工工作服+工作鞋底
和手0手套表面等共 %*# 份&环境类样品包括地面+开
关机按钮+空气浮游菌+空调送风口和回风口+楼梯扶
手+门把手+排水口+墙壁+生产线周围的地面粉尘+吸
尘器粉尘和压缩空气等共 !!! 份&包装材料类样品包
括直接接触产品的包装盒或罐共 %" 份&成品类样品
共 ** 份&其他类样品包括干法冲刷管道的粉+真空收
集的废粉共’! 份, 所有采集的样品均与目标产品批
次相关,
%.’$方法
%.’.%$采样方法

对于地面+人员通道+墙壁和设备等表面用含
%& JB缓冲蛋白胨水的海绵拭子无菌擦拭 % J’%不
足 % J’ 的取整个表面&对于排水口"地漏#+各类死
角+接触产品包装材料+维修工具+开关机按钮+用
于设备内部的小表面及死角面积工具+门把手及员
工的手0手套表面+采样房间的称量工具+装小料的
箱子内表面等规则表面用含 %& JB缓冲蛋白胨水的
绵拭子无菌涂抹 %& 3Jj%& 3J的表面%对于不规则
表面不能取得 %& 3Jj%& 3J的表面积时%应尽量涂

抹足够的区域%包括各类死角&对于原料"所有可添
加到配方粉中成分#和产品类样品%采用无菌操作
采集样品约 #&& L"JB#,
%.’.’$检验方法

肠杆菌科按 F?0S&-!"!%//- ’出口食品中肠
杆菌科检验方法( )’*规定的方法检测&阪崎肠杆菌
按 VK*-"/.*&!’&%&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
生物学检验 阪崎肠杆菌检验( )!*规定的方法检测&

蜡样芽胞杆菌按 VK*-"/.%*!’&%*’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蜡样芽胞杆菌检验( )**规
定的方法检测&所有可疑菌株均经全自动微生物鉴
定分析系统 dQST]’ 鉴定,
%.!$统计学分析

利用 F‘FF %/.& 软件对各监测指标菌的检出率
进行 $’ 检验%以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采集 ""& 份样品%对其中 "-’ 份进行阪崎肠

杆菌检测%%"! 份进行蜡样芽胞杆菌检测%""& 份全
部进 行 肠 杆 菌 科 检 测% 肠 杆 菌 科 的 检 出 率
"’".*%e% ’#&0""& # 高于 阪崎 肠 杆菌 " &.*,e%
*0"-’#和蜡样芽胞杆菌 "%,./*e%!%0%"!#的检出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l&.&# #,

肠杆菌科污染相对较高%原料中肠杆菌科污染最高
"*&.&&e%*&0%&&#%经过热处理和巴氏杀菌后的中
间产品肠杆菌科检出率有所下降%设备表面+维修
工具和工作人员鞋底+手及口罩表面肠杆菌科检出
率也高于平均检出率%成品及包装材料中肠杆菌科
检出率较低%不同类别的样品中肠杆菌科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k%,./#*%<l&.&##, 监测的
"-’ 份样品中有 * 份样品中检出阪崎肠杆菌%检出
率为 &.*,e"*0"-’#%其中从预处理间 <Q‘清洗死
角检出 ’ 株%预处理间工作人员手表面和地面各检
出 % 株%但未从同批次的原料+中间产品和成品中检
出阪崎肠杆菌, %"! 份样品中有 !% 份样品检出蜡
样芽胞杆菌%成品中检出率为 ’’.-!e "%&0**#%原
料中检出率最低%为 %%.’’e"%%0/"#%不同类别样
品中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l&.&##%详见表 %,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婴儿配方粉生产加工各个环节

中检出率最高的为肠杆菌科 "’".*%e%’#&0""&#%
其次为蜡样芽胞杆菌"%,./*e%!%0%"!#%阪崎肠杆
菌检出率较低 "&.*,e%*0"-’#, 肠杆菌科是干燥
加工过程中的正常菌群%是常规采样和检测时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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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不同种类样品中食源性致病菌检出情况
S>OB:%$Y:@:3@;A= A44AAEOAC=:M>@5AL:=H;= E;44:C:=@@GM:HA4H>JMB:H

样品类别
肠杆菌科 阪崎肠杆菌 蜡样芽胞杆菌

监测样品
份数

阳性样品
份数

检出率
0e

监测样品
份数

阳性样品
份数

检出率
0e

监测样品
份数

阳性样品
份数

检出率
0e

原料 %&& *& *&.&& %&& & &.&& /" %% %%.’’

中间产品 ’! - !&.*! ’! & &.&& ’! ! %!.&*

成品 ** - %#./% ** & &.&& ** %& ’’.-!

设备 %** *! ’/.", %*! ’ %.*& ! ! !

人员 %*# *" !!.%& %*# % &.,/ ! ! !

环境 !!! "! ’*./’ !’/ % &.!& ! ! !

工具 #& %# !&.&& *- & &.&& ! ! !

包装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注$!表示未做此项目

见细菌, 近几十年来%肠杆菌科一直在良好卫生规
范中作为国外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中重点检测的卫
生指示菌, 由于目前国内卫生标准中未对肠杆菌
科进行要求%也无相应的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国内
生产企业一般以大肠菌群作为卫生指示菌, 肠杆
菌科作为一种卫生指示菌%在生产加工各个环节及
各种类型的样品中均有一定程度的污染%但值得注
意的是个别关键环节样品的污染率较高%如成品中
肠杆菌科污染率为 %#./%e"-0**#+人员类样品检
出率为 !!.%&e"*"0%*##+中间产品中肠杆菌科污
染率为 !&.*!e"-0’!#,

流行病学研究 )#+,*显示%受污染的婴儿配方粉
是婴儿阪崎肠杆菌感染的主要污染源%而生产加工
环节的污染是婴儿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污染的主
要原因%阪崎肠杆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对于 , 个月以
下婴儿具有较高的致死率%特别是对早产婴儿和免
疫低下的婴幼儿具有极大的威胁 )-* %是普遍存在的
微生物%在厂区清洁作业区%不得存在阪崎肠杆菌,
非清洁作业区容易发现阪崎肠杆菌%往往是由一些
非常驻菌株引起%通常不会对工厂的关键区或产品
立刻造成污染%如果发现阳性%则要采取清洁和消
毒相关措施限制阪崎肠杆菌进入清洁区%并重新采
样检测%以证明该区域已经恢复到受控状态, 有报
道 )"*显示羊奶粉加工过程存在阪崎肠杆菌的污染%
主要体现在空气流动+粉尘污染+操作人员的交叉
污染以及生产设备清洗+消毒不彻底, 本次调查从
原料进厂到罐装整个加工过程中阪崎肠杆菌的检
出率为 &.*,e"*0"-’#%在预处理车间人员+设备和
环境中均检出阪崎肠杆菌%意味着企业卫生控制效
果不佳%车间内部的生产设备+用具和环境要及时
进行严格的清洗和消毒%对生产设备内的粉垢和易
受污染的死角要重点清洗+消毒%采取相关措施限
制阪崎肠杆菌进入作业区%以免对产品及环境造成
影响,

蜡样芽胞杆菌是常见食源性致病菌%危害极
大%尤其对于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的婴幼儿%其
常引起婴幼儿和未成年人食物中毒%已经成为公共
卫生重点监测的对象, 婴幼儿食品是婴幼儿的主
要能量来源%研究调查婴幼儿食品中蜡样芽胞杆菌
污染状况意义重大 )/+%&* , 本次调查显示%其他类样
品中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最高%为 !"."/e"-0%"#%
成品中蜡样芽胞杆菌的检出率为 ’’.-!e"%&0--#%
略高于李莹等 )%%*报道的中国八省婴幼儿食品中蜡
样芽胞杆菌检出率 " %*.&"e# 和卢凌等 )%’* 报道
’&%’!’&%* 年江西省市售婴幼儿食品中蜡样芽胞
杆菌的检出率"%&.!/e#%提示该企业生产环节及
成品中蜡样芽胞杆菌污染较严重%食品安全问题不
容忽视%企业及相关部门应从原料+生产环节+环境
等多方面严格把关%提高菌株分子分型及溯源水
平%为提高婴儿配方粉产品质量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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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阪崎肠杆菌检验$VK*-"/.*&!’&%&) F*2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2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蜡样芽胞杆菌检验$VK*-"/.%*!

’&%*) F*2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

) # *$鞠慧萍%石建华%孙鹏翔2食源性阪崎肠杆菌的研究进展)W*2

上海畜牧兽医通讯%’&%&"*# $%,+%-2

) , *$朱凤%李维克%俞慕华%等2深圳乳制品和环境中阪崎肠杆菌

污染状况调查)W*2现代预防医学%’&%’%!/"%,# $*%&-+*%&/2

) - *$于丰宇%李林2奶粉中阪崎肠杆菌在检测及控制方面的研究

进展)W*2乳业科学与技术%’&%&%%*!"*# $%/,+%/"2

) " *$王倩宁%葛武鹏%袁亚娟2羊奶粉生产环节阪崎肠杆菌分离鉴

定及其毒力基因和药敏检测 )W*2中国食品学报%’&%#%%#



婴儿配方粉及生产加工环节微生物污染情况调查!!!孙建云%等 !*--$$ !

"## $%-#+%"%2

) / *$秦丽云%吕国平%郭玉梅%等2石家庄市市售婴幼儿食品中蜡

样芽胞杆菌的监测及溶血素基因的分析)W*2中国食品卫生

杂志%’&%*%’,"*# $!""+!/&2

)%&*$庄子慧%何丽%郭云昌%等2我国食源性蜡样芽胞杆菌毒力基

因和药物敏感性研究)W*2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

*!#+*!"2

)%%*$李莹%裴晓燕%杨大进%等2中国八省婴幼儿食品中蜡样芽胞

杆菌污染状况研究)W*2卫生研究%’&%*%*!"!# $*!#+*!"2

)%’*$卢凌%游兴勇%周厚德%等2’&%’!’&%* 年江西省市售婴幼儿

食品中蜡样芽胞杆菌污染情况调查 )W*2现代预防医学%

’&%,%*!"/# $%#-*+%#--2

/!"/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通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和
食品相关标准清理整合结论的函

国卫办食品函%’&%-&,/-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办公厅!粮食局’标准委’认监

委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根据%’&%-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为进一步强化标准制定’执行和监管的衔接!经征求你部门意

见!现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和食品相关标准清理整合结论通报如下$

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截至目前!我委会同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制定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 项!包括$通用标准 %%

项’食品产品标准 ,* 项’特殊膳食食品标准 / 项’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及相关标准 #", 项’食品营养强化剂

质量规格标准 ’/ 项’食品相关产品标准 %# 项’生产经营规范标准 ’# 项’理化检验方法标准 ’’- 项’微生物

检验方法标准 !& 项’毒理学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 ’, 项’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 ’/ 项’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

准 %&, 项’被替代和已废止(待废止)标准 ,- 项(详见附件 %)" 具体标准文本可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数据检

索平台(5@@M$00OR234H>2=:@23=0EO)查询"

二’食品相关标准清理整合结论

按照食品相关标准清理和整合工作安排!我委组织专家和各相关单位对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以及行业标准进行清理!重点解决标准重复’交叉和矛盾的问题" 经清理!% &"’

项农药兽药残留相关标准转交农业部进行进一步清理整合" 对另外 ! !%& 项食品标准作出了以下清理整合

结论$一是通过继续有效’转化’修订’整合等方式形成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详见附件 ’)!二是建议适时

废止的标准(详见附件 !)!三是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标准(详见附件 *)" 以上结论由专家组研

究提出!并征求了各相关部门意见!请各相关部门根据清理整合结论!对相关标准作出调整"

附件$%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截至 ’&%- 年 * 月)

’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名单
!2建议适时废止的标准名单
*2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标准名单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相关链接$5@@M$00NNN2=54M32LÂ23=0HMH0H!#/!0’&%-&-0,%/’!-/!&3::*:%-"O##"44:>#O’>#!-2H5@J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