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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承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的全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微生物质量控制考核!以评价其

对 2 种食源性致病菌的检验能力" 方法$2 种质控考核菌株包括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蜡样芽胞杆菌%阪崎肠杆

菌%大肠埃希菌%沙门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 按照 !-## 和 !-#! 年设计的组合!将新鲜培养的致病菌增菌液混合

后滴加于灭菌奶粉载体中制成样品" !-## 年考核制备了 2 种样品#:cg:$!!-#! 年为 #- 种样品#0cL$" 运用点

分数法对两年结果分别进行满意率评价!率的比较用 )I<̂\C= #!检验或对数似然比#!检验" 结果$!-## 和 !-#! 年

考核总体满意率分别为 12."f#!215%#-$和 1’.%f#%3"5’’"$!!-## 年样品满意率最低的是空白样品 g:#21.-f!

#35!"$!!-#! 年满意率最低的是 F样品 #-.-f!-51$" !-## 和 !-#! 年考核结果主要漏检的是大肠埃希菌!其中

!-#! 年大肠埃希菌漏检率占漏检总数的 1".3f#2-53-$" !-## 年非考核菌中漏检最多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蜡

样芽胞杆菌" !-#! 年考核结果主要多检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占多检总数的 %2.1f#35#4$" 两年的结果均显示

大肠埃希菌和阪崎肠杆菌组合样品中!大肠埃希菌的漏检率明显增高" 沙门菌和大肠埃希菌的血清分型正确率较

低!分别为 ’#."f#4"5!!4$和 ’".#f##-"5!%%$"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易错误鉴别成英诺克李斯特菌!蜡样芽

胞杆菌易错误鉴别成蕈状芽胞杆菌!阪崎肠杆菌易错误鉴别成河生肠杆菌" 结论$1-f以上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 2 种致病菌的定性检验能力较好!可以满足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需求" 其中对沙门菌的检验能力最高&金黄色

葡萄球菌漏检率较低但易出现多检&大肠埃希菌的检验能力有待提高&阪崎肠杆菌的检验水平较 !-#- 年结果有明

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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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1规定了国家建立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制
定和实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 * 旨在了解
我国食品中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污染水平和趋
势"确定危害因素的分布和可能来源"发现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以利于及时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和监管措
施(!) *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覆盖了全国 %#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省级’地
#市$级和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X(X$"细菌
检验项目包括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 C#’0:/#4
53(3.>032:(:’"以下简称单增$’蜡样芽胞杆菌#D4.#887’
.:/:7’"以下简称蜡样$’阪崎肠杆菌 #;(0:/364.0:/
’494J49##"以下简称阪崎$’大肠埃希菌#;’.B:/#.B#4 .38#"

以下简称大肠$’沙门菌#)4853(:884"以下简称沙门$’
金黄色葡萄球菌#)04=B>83.3..7’47/:7’"以下简称金葡$
等 2 种重要食源性致病菌及其他指示菌和致病菌指
标*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每年通过对各类食品的污染
监测"产生数以万计的数据"来反映中国食品安全的
现状* 对承担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的全国 %#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级 X(X进行
检测能力的考核"是督促各级风险监测技术机构提高
监测水平的重要方式* !-#- 年的质控考核数据(%)显
示"沙门’金葡’大肠和阪崎均有不同程度的漏检现
象"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单增和蜡样两个项目"
于 !-## 年和 !-#! 年针对全国 X(X开展了 2 种致病
菌的质控考核"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考核对象

承担 !-## 和 !-#! 年全国食源性致病菌风险监
测任务的全国 %#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各级 X(X*
#.#.!$考核用菌株

!-## 年考核用菌株%单增#XNXX"’--’$’蜡样

#2%%#+#3 $’ 阪 崎 #0@XX !4"’’ $ 和 大 肠 #a*aX
-%1!-$* !-#! 年考核用菌株%沙门 #*41#!$’金葡
#0@XX!2-3#$’阪崎#0@XX!4"’’$和大肠#XNXX
’’1!’$* 所有菌株均为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重点实验室保藏菌株*
#.!$方法
#.!.#$无菌食品载体制备

将某品牌幼儿奶粉分装于 #" PV无菌离心管
中"每管约 1 D"共分装 "-- 管* 用 ’- mFW辐照灭菌
后"随机多点抽样进行无菌试验"经验证可以用做
无菌食品载体*
#.!.!$样品制备

按照下列设计的组合"将新鲜培养的致病菌增
菌液混合"滴加于灭菌食品载体中"制成考核样品"
放置于 ’ e冰箱中冷藏保存*

!-## 年考核样为 2 种* :%单增和阪崎&::%单增
和蜡样&:::%单增’蜡样和大肠&:g%单增’阪崎和大
肠&g%单增’蜡样’阪崎和大肠&g:%空白*

!-#! 年考核样为 #- 种* 0%沙门和阪崎&T%阪
崎和大肠&X%沙门和金葡&(%沙门和大肠&a%金葡和
阪崎&_%金葡和大肠&F%沙门’阪崎和大肠&*%金葡’

阪崎和大肠&:%沙门’金葡和大肠&L%沙门’金葡和
阪崎*
#.!.%$稳定性测试

每种样品随机抽取 " 份常温放置 # 个月"用来
模拟常温运输和保存的稳定性测试* 每种样品分
别于制备后抽取 % 次#样品制备后 - [’# 个月和 !

个月$且随机抽取 " 份"按照 FT’314.#!!-#- 0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1 (’) ’
FT’314.’!!-#-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1 (") ’FT5@’314.2!!--%0食
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1 (2) ’
FT’314.#-!!-#-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1 (3) ’FT5@’314.#’!
!--%0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蜡样芽胞杆菌检
验1 (1) ’FT’314.%-!!-#-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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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1 (4) ’
FT’314.’-!!-#-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 阪崎肠杆菌检验1 (#-)等标准方法"对抽取的
样品进行检验"以确认其细菌组成*
#.!.’$样品的发放

将样品发放至各省级 X(X"要求省级 X(X于
#- [ 内分发至相应市县级 X(X* 根据省级和市县
级X(X检验能力的差异"!-#! 年采用含 % 种致病菌
组合的 FcL样品考核省级 X(X"采用含 ! 种致病
菌组合的 0c_样品考核市县级 X(X* !-## 年和
!-#! 年的考核样品在省内 X(X均为无序排列"以
保证各省间的样品和致病菌均衡分布*
#.!."$检验要求

各级 X(X收到样品后应及时放置于 ’ e冰箱
保存"并于 # 个月内检验* 样品检验应按照 FT
’314 系列标准方法进行 (’+#-) * 检验过程中应注意
生物安全防护"检验完成后应对样品进行无害化处
理* !-#! 年考核样品中的沙门和大肠的血清学分
型为选做项目*
#.!.2$结果评价

运用点分数法 (##)进行满意率评价"即实得点分
数大于满分点分数的 !5% 即判定为满意* 其原理
是%针对定性分析的 ’ 种可能结果分别赋予不同分
值"即正确检出赋 ! 分"漏检赋 - 分"多检 # c! 种致
病菌赋 j# 分"多检 h! 种赋 j! 分* !-## 年考核的
g:样品为空白"设定其满分初始值为 ! 分* 率的比
较用 )I<̂\C= # !检 验 或 对 数 似 然 比 # !检 验
#Q>mIV>9CC[ /<Z>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分析
!.#$!-## 年考核结果
!.#.#$总体概况

!-## 年的考核对象包括 %# 个省级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 X(X’!1- 个市县级 X(X"共计 %#! 个*

其中 %#- 个 X(X上报了结果"上报率为 44.’f"未
上报结果的为 # 个省级和 # 个县级 X(X*

!-## 年上报检验结果的 %#-个X(X中有 !"3个结
果评价为满分* 另有 "%个X(X存在漏检或多检情况"
利用点分数法评价"得到 ## 个满意结果"’! 个不满意
结果#数据未显示$* 综上"!-## 年考核共得到 !21 个
满意 #包 括 满 分 $ 结 果"总 体 满 意 率 为 12."f
#!215%#-$* 2 个样品的满意率为 21.-f $41.!f"
其中 :样品满意率最高为 41.!f#"’5""$"g:样品
满意率最低为 21.-f##35!"$"见表 #* 经对数似然
比#!检验各个样品的满意率不全相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不满意原因包括漏检和多检* :cg样品不满
意的主要原因均是漏检"g:空白样品则是多检*
!-## 年考核样品中有 ’ 种漏检情况"由高至低依次
为漏检大肠’单增’蜡样和阪崎"其中漏检大肠占漏
检总数的 %1.4f#!#5"’$&有 4 种多检情况"分别是
多检单增’蜡样’阪崎’大肠’金葡’沙门’河生肠杆
菌’英诺克李斯特菌和蕈状芽胞杆菌"其中多检蜡
样和金葡最多"分别为 3 和 " 个"共占多检总数的
"-.-f##!5!’$"见表 #*
!.#.!$各级 X(X考核结果的满意率

!-## 年 %# 个省级 X(X的考核结果满意率为
42.1f"!34 个市县级 X(X为 1".%f"经对数似然
比#!检验"两者满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
!.#.%$考核菌株的漏检率

!-## 年 ’ 种致病菌的漏检率最高的是大肠"为
#!.#f"其次为蜡样 1.#f’单增 2.-f"阪崎漏检率
最低为 #.!f"见表 %* 经 )I<̂\C= #!检验"’ 种致病
菌的漏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年大肠的漏检率按照样品中是否含阪崎
分别统计"见表 ’"可以看出大肠和阪崎组合的样品
中"大肠的漏检率明显增高* 经 )I<̂\C= #!检验"是
否包含阪崎两种情况的大肠漏检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年考核结果
!.!.#$总体概况

!-#! 年的考核对象包括 %# 个省级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 X(X"’!’ 个市县级 X(X"共计 ’"2 个*

其中 ’’" 个 X(X上报了结果"上报率为 43.2f* 省
级 X(X的上报率为 #--.-f #%#5%#$"市县级 X(X

为 43.’f # ’#%5’!’ $" ## 个市县级 X(X未上报
结果*

!-#! 年上报检验结果的 ’’" 个 X(X中有
%"1 个结果评价为满分* 另有 13 个 X(X存在漏检
或多检情况"利用点分数法评价后"得到 #3 个满意
结果"3- 个不满意结果#数据未显示$* 综上"!-#!

年考核共得到 %3" 个满意#包括满分$结果"总体满
意率为 1’.%f #%3"5’’"$* #- 个样品的满意率为
-.-f$#--.-f* 其中"! 种致病菌组合的样品中"
(’_样品的满意率分别为 1#."f和 1#.3f"T样品
的满意率最低为 2-.%f&% 种致病菌组合的样品中"
:’L样品的满意率最高"均为 #--.-f"F样品满意
率最低为 -.-f#见表 "$"经对数似然比#!检验"各
个样品的满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不满意原因包括漏检和多检"!-#! 年考核中的
3- 个不满意结果的主要原因均是漏检* 其中"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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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年样品考核结果统计
@<]VI#$/I\HVZ\C8I<79 ZI\Z>=D\<PYVI>= !-##

样品编号 致病菌组合 满意率5f
不满意原因

漏检 多检
:
::
:::

:g

g

g:

合计

单增5阪崎 41.!#"’ 5""$ 单增##$ 无
单增5蜡样 4!.4#"! 5"2$ 单增#!$ ’蜡样#!$ 河生肠杆菌##$

单增5蜡样5大肠 14."#"# 5"3$ 单增#!$ ’蜡样#"$ 阪崎##$ ’蕈状芽胞杆菌##$ ’金葡##$

单增5阪崎5大肠 13.4#"# 5"1$
单增#%$ ’阪崎##$ ’
大肠#"$

蜡样#%$ ’金葡#!$ ’河生肠杆菌##$ ’
英诺克李斯特菌##$

单增5蜡样5阪崎5大肠 3!.4#’% 5"4$
单增#4$ ’蜡样#3$ ’
阪崎##$ ’大肠##2$ 沙门##$

空白 21.-##3 5!"$ 无
单增#%$ ’蜡样#’$ ’阪崎#!$ ’
大肠##$ ’金葡#!$

! 12."#!21 5%#-$
单增##3$ ’蜡样##’$ ’
阪崎#!$ ’大肠#!#$

单增#%$ ’蜡样#3$ ’阪崎#%$ ’
大肠##$ ’金葡#"$ ’沙门##$ ’河生
肠杆菌#!$ ’英诺克李斯特菌##$ ’
蕈状芽胞杆菌##$

注%不满意原因的括号内数字表示不满意个数"!表示该项不统计

表 !$!-## 年省级和市县级 X(X考核结果统计

@<]VI!$/I\HVZ\C8Y Ĉ‘>=7><V‘Î\H\PH=>7>Y<V<=[ Y Î8I7ZH Î

X(X>= !-##
X(X分级 X(X数量5个 满意数5个 满意率5f

省 %# %- 42.1

市县 !34 !%1 1".%

表 %$!-## 年 ’ 种致病菌考核结果统计

@<]VI%$/I\HVZ\C8I<79 ]<7ZÎ>HP>= !-##
菌株 考核个数 漏检个数 漏检率5f

单增 !1" #3 2.-

蜡样 #3! #’ 1.#

阪崎 #3! ! #.!

大肠 #3’ !# #!.#

表 ’$!-## 年大肠考核结果统计

@<]VI’$/I\HVZ\C8;’.B:/#.B#4 .38#>= !-##
样品 考核个数 漏检个数 漏检率5f

含阪崎 ##3 !# #3.4

不含阪崎 "3 - -.-

有 % 种情况"分别为漏检金葡’阪崎和大肠"漏检大
肠最高"占漏检总数的 1".3f#2-53-$"沙门无漏检
现象&多检有 2 种情况"共计 #4 个"分别是多检沙
门’金葡’阪崎’大肠’蜡样和志贺菌"其中多检金葡
最多"占多检总数的 %2.1f#35#4$"见表 "*
!.!.!$各级 X(X的考核结果满意率

!-#! 年按照省级和市县级 X(X分类的满意率
结果见表 2" %# 个省级 X(X满意率为 3’.!f"
’#% 个市县级 X(X满意率为 1".!f"经 )I<̂\C=

#!检验两者满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省级 X(X的满意率低于市县级 X(X*
!.!.%$考核菌株的漏检率

!-#! 年 ’ 种致病菌的漏检率最高的也是大肠"

为 !".1f"其次为阪崎和金葡"漏检率均为 !.!f"

沙门菌无漏检#见表 3$* 经 )I<̂\C= #!检验"’ 种致
病菌的漏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 年样品考核结果统计表
@<]VI"$/I\HVZ\C8I<79 ZI\Z>=D\<PYVI>= !-#!

样品
编号

致病菌组合 满意率5f
不满意原因

漏检 多检
0

T

X

(

a

_

F
*
:
L

合计

沙门5阪崎 4".1#21 53#$ 阪崎#%$ 大肠##$

阪崎5大肠 2-.%#’’ 53%$ 阪崎#!$
大肠#!3$

金葡#’$
蜡样#!$
志贺菌##$

沙门5金葡 4".3#22 524$ 金葡#%$ 无

沙门5大肠 1#."#"% 52"$ 大肠##!$
金葡#%$
蜡样##$
志贺菌##$

金葡5阪崎 41.’#2% 52’$ 金葡##$ 无

金葡5大肠 1#.3#"1 53#$
金葡##$
大肠##!$

沙门##$
阪崎#"$

沙门5阪崎5大肠 -.-#- 51$ 大肠#1$ 无
金葡5阪崎5大肠 13."#3 51$ 大肠##$ 无
沙门5金葡5大肠 #--.-#1 51$ 无 无
沙门5金葡5阪崎 #--.-#1 51$ 无 无

! 1’.%#%3" 5’’"$
大肠#2-$
阪崎#"$
金葡#"$

金葡#3$
阪崎#"$
大肠##$
沙门##$
蜡样#%$
志贺菌#!$

注%不满意原因的括号内数字表示不满意个数"!表示该项不统计

表 2$!-#! 年省级和市县级 X(X考核结果统计表
@<]VI2$/I\HVZ\C8Y Ĉ‘>=7><V‘Î\H\PH=>7>Y<V<=[ Y Î8I7ZH Î

X(X>= !-#!
X(X分级 X(X数量5个 满意数5个 满意率5f

省 %# !% 3’.!

市县 ’#% %"! 1".!

表 3$!-#! 年 ’ 种致病菌考核结果统计表
@<]VI3$/I\HVZ\C8I<79 ]<7ZÎ>HP>= !-#!

菌株 考核个数 漏检个数 漏检率5f

沙门 !!4 - -.-

金葡 !!1 " !.!

阪崎 !%! " !.!

大肠 !%% 2- !".1

$$!-#! 年大肠的漏检率按照样品中是否含阪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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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统计"见表 1"经 )I<̂\C= #!检验"是否包含阪崎
两种情况的大肠漏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与 !-## 年相似*

表 1$!-#! 年大肠埃希菌考核结果统计表
@<]VI1$/I\HVZ\C8;’.B:/#.B#4 .38#>= !-#!

样品 考核个数 漏检个数 漏检率5f

含阪崎 14 %2 ’-.’

不含阪崎 #’’ !’ #2.3

!.!.’$血清学选做项目
!-#! 年"!!4 个 X(X考核沙门"其中 4" 个 X(X

上报了正确的沙门血清分型"正确率为 ’#."f
#4"5!!4$&!%% 个 X(X考核大肠"其中 #-" 个 X(X
正确鉴定为肠产毒性大肠 U#""U血清分型的正确
率为 ’".#f##-"5!%%$*

%$讨论
!-## 和 !-#! 年质控考核总体满意率分别为

12."f#!215%#-$和 1’.%f #%3"5’’"$* 由于参加
质控考核的部分 X(X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
务中仅承担采样"不承担致病菌检验工作"本次考
核采用一种食品载体添加多种致病菌"相较于单一
致病菌检验"考核难度较大"综上"两次考核的满意
率#12."f和 1’.%f$结果表明多数 X(X的 2 种致
病菌定性检验能力良好"可以满足风险监测的需
求* !-## 年满意率最低的是空白样品 g:"原因可能
是空白样品超出考核预期"部分 X(X误以为菌株在
运输中死亡或者因操作失误而导致样品无法复苏"
而仿照其他实验室结果* !-## 年省级 X(X的满意
率#42.1f$高于市县级 X(X#1".%f$"反映了两级
X(X实际检验能力的差别&!-#! 年省级 X(X的满
意率#3’.!f$低于市县级 X(X#1".!f$"可能是由
于考核难度的差异"省级 X(X考核 % 种致病菌组
合"而市县级 X(X考核 ! 种致病菌组合*

单增的漏检率为 2.-f ##35!1"$"它与英诺克
李斯特菌#C#’0:/#4 #((3.74$同为李斯特菌属"主要生
化反应均相同"所以存在误将单增鉴定为英诺克李
斯特菌的情况* 英诺克李斯特菌广泛的分布于自
然界"如土壤’污水’植被以及粪便"对人和动物均
不致病* 比较基因组的结果 (#!)证实"单增和英诺克
李斯特菌在遗传学上密切相关* 两者的生化特征
差别主要表现为单增的 $ 溶血试验为阳性"英诺克
李斯特菌为阴 性" 在和 金葡的协同溶 血 试 验
#79 >̂\Z>I+<Zm>=\+PH=79+YIZÎ\I=" X0N)$中"单增为
阳性"英诺克李斯特菌为阴性 (#%) *

蜡样的漏检率为 1.#f ##’5#3!$"部分漏检原
因是将其鉴定为蕈状芽胞杆菌* 蜡样有动力"菌落
形态表现为不规则’呈波浪形’圆锯齿状的边缘"表

面粗糙似毛玻璃状或融蜡状"根据 *抗原可以将其
分为 ’! 个血清型 (#’) * #441!!--1 年美国 #4f的
食源性疾病暴发是由蜡样引起的 (#") * 蕈状芽胞杆
菌#D4.#887’5>.3#*:’$无动力"根状生长试验阳性"
其菌落形态表现为典型的根状或发丝状"易蔓延生
长覆盖整个琼脂表面 (1) * 此外"在蜡样考核中还易
出现多检"! 年共有 #- 个多检结果*

阪崎 !-## 和 !-#! 年 的 漏 检 率 # #.!f 和
!.!f$明显低于 !-#- 年 #1.3f$ (%) * 部分漏检原
因是不能和河生肠杆菌#;(0:/364.0:/45(#2:(7’$鉴
别* 阪崎分布在环境或食物中"可能会污染奶粉导
致新生儿败血症和脑膜炎 (#2) * 河生肠杆菌主要分
布在水体中"也会从呼吸道’伤口或粪便等临床标
本中分离到* 阪崎于营养琼脂上 !" e培养时"形成
明黄色菌落&%3 e培养时"形成直径为 # c% PP的
淡黄色菌落* 河生肠杆菌则为直径 ! c% PP的圆
形菌落"扁平且边缘不规则 (#%) * 两者的差异还表现
为河生肠杆菌对乙酸的利用为阴性"而 42f的阪崎
为阳性 (#-) *

两年数据均显示"大肠的漏检率最高 ##!.#f
和 !".1f$"尤其是和阪崎组合考核时会大大提高
其漏检率##3.4f和 ’-.’f$* 大肠与阪崎相比"生
化试验的主要区别在于%gCDI\+)̂C\m<HÎ#g+)$试
验’西蒙氏柠檬酸盐’氰化钾#SXE$生长试验’黄色
素’纤维二糖’"1甲基1M+葡萄糖胺均为阴性* 大肠
也可能被误检为志贺菌"因为两者很难通过生化反
应来鉴别"有产气的志贺菌"也有乳糖阴性’不产
气’无动力的大肠"志贺菌也可以被认为是新陈代
谢不活跃的大肠生物群 (#%) * 大肠 U血清分型的正
确率也较低#’".#f$*

金葡较易出现多检"! 年共有 #! 个多检结果*
多检的原因可能是其他考核菌的干扰’检验过程中
的外来污染或仿造检验结果等* 沙门血清分型正
确率#’#."f$较低"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市县级 X(X
尚存在血清学试剂配置不到位’血清分型能力欠缺
等情况"需加强人员培训*

质控考核或者能力验证是国际的普遍做法"主
要用于保证检验活动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准确性*
!-#% 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感染网络外部
质量保证系统 #aRZÎ=<VOH<V>ZW0\\H <̂=7IBW\ZIP"
aO0B$项目包括了 1 株沙门的血清分型和抗微生物
敏感性试验"以及 # 株未知食源性致病菌鉴定 (#3) *
!-#% 年 aO0B 结果 (#3)显示"2’f的实验室对 3 株及
以上沙门菌株进行了正确的血清分型"1!f的实验
室将未知食源性致病菌正确鉴定为不产毒素大肠
U#"3%*#2* 从 !--- 年开展至今"aO0B 考核重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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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简单的致病菌菌种鉴定"而在于更加深入的血
清学分型’抗微生物敏感性"甚至毒素的检测*
aO0B 无论在考核菌株数量或者考核难度上均大于
本次考核"而正确率高于本次考核的结果说明了我
国实验室的致病菌检验能力与国际先进实验室间
尚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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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和乙基香兰素的测定等 ! 项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

!-#3 年第 2’ 号

$$按照(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工作规定)有关规定!(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和乙基香兰素的测定)和(食

品中氯酸盐和高氯酸盐的测定)! 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已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和乙基香兰素的测定#TLB !-#3-"$

!&食品中氯酸盐和高氯酸盐的测定#TLB !-#3-2$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相关链接’9ZZY’55MMM&\[<&DC‘&7=5KB-#5XQ--135#3%!34&9ZP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