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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测方法】

SN标准和3MPet ri f i l m法检测水产品卫生指标菌的比较
林彩华，许如苏，曾梅锦，许业莉，陈冠武，杨梓坚

( 汕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广东汕头515041)

[ 摘要] 目的：探讨3MPet f i f i l m检测纸片法能否代替sN标准应用于出口水产品的检测。方法：采用sN标准和3MPet ．

f i f i l m法同时对随机挑选的出口水产品样品进行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和大肠杆菌的检测比对。结果：用两种方法检测水
产品的细菌总数结果无显著性差异，而两种方法检测水产品的大肠菌群检出率有显著差异，大肠杆菌检出率有极显著差
异。结论：3MPet f i f i l m法具有快速简便的优点，但检测成本高，检测大肠菌群、大肠杆菌的灵敏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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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食品安全卫生事件的不断曝光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食品的安全卫生已成为全球普遍关心的问题，更是各国设
置技术壁垒，保护国内生产和经济安全的理由。食品在生产、
加工、储藏和运输等过程都可能受到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或污染，其中微生物污染尤为常见，因此，细菌总数、大肠菌
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杆菌的检验成为食品安全卫生检测的
主要内容。

近几年来，水产品出口已成为汕头市主要的创汇产品之
一，在油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目前，出口水产品
检验项目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杆菌等，按
现行的SN标准进行检验周期较长，完成上述项目检验一般要
4 d以上，大肠杆菌检出阳性至少7 d以上，这与目前推行的
“ 大通关” 提速不相适应。因而，有必要寻求快速的检验方法。

近年来，微生物的快速检测方法有了很大发展，相继出现
生物发光法、电阻抗法、免疫学方法和PCR方法等一系列快速
检测方法，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但在应用过程中不足之
处也经常暴露出来⋯ 。3M Pet f i f i l m法是一种简便快速的检测
纸片法，是否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能否代替SN标准应
用于出口水产品的检测需要通过试验比对来进行探讨。

我们随机挑选了出口水产品样品，采用SN标准和3M
Pet nf i t m法同时对样品进行细菌总数、大肠茵群和大肠杆菌的
检测比对。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来源

采集自出口水产品送检样品。冷冻保存。
1．2培养基和试剂

试验所需培养基和生化试剂购自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在有效期内使用。
1．3 3MPet ri f i l m检测片

由3M中国有限公司提供。
1．4检验项目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大肠杆菌。
1．5检验方法
1．5．1 SN标准检测法 细菌总数一操作方法和结果判定按
SN0168—1992出口食品平板菌落计数呤1；大肠菌群、大肠杆
菌一操作方法和结果判定按SN0169—1992出口食品中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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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杆菌检验方法p』。
1．5．2 3MPet f i f i l m检测纸片法 细菌总数_25 g样品加入
225 ml 磷酸盐缓冲蛋白胨水中，均质后作10倍稀释，取适宜
稀释度稀释液1 ml 接种于3MPaf i f i l m细菌总数检测纸片，
35℃土10C培养24± 3 h，计数红色菌落数为细菌总数。大肠
茵群、大肠杆菌—25 g样品加入225 ml 磷酸盐缓冲蛋白胨水
中，均质后作10倍稀释，取适宜稀释度稀释液1 ml 接种于3M
Pet nf i l m大肠杆菌／大肠菌群快速检测纸片，350C土1℃培养
24± 2 h，计数红色和蓝色带有气泡的菌落数为大肠菌群数，计
数蓝色带有气泡的菌落数为大肠杆菌数。

2结果

结果见表1。

表1菌落总数检测结果{ ef u／g)

样品名称 sN0168- 1992检测法 3M蒜冀总数

表1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经t 检验，P>0．05，说明这两种
方法的检验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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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大肠菌群检验结果{ 单位：cf u／g)

⋯ ⋯ ，． SN0169—1992检测法 3MPet ri f i l m大肠杆菌／

样品名称弋i i 瑟—再i i 鬲鬲5鬲；i 大肠菌群矗氟磊并iMPN法VRB固体培养基法 大肠西群氍硼纸片{ 丢

鱿鱼 23 <10 <10

沙尖鱼片 93 40 30

风尾虾 ( 3 10 <10

虾仁 9．1 <10 <10

风尾虾 <3 <10 <10

鱿鱼 <3 <10 <10

蟹肉 <3 ( 10 <10

鱿鱼 <3 <10 <10

烤鳗 <3 <10 <10

烤鳗片 <3 ( 10 <10

海鲜杂锦 <3 15 <10

海鲜杂锦 7．3 <10 <10

鱿鱼排 23 <10 30

鱿鱼条 9．1 <10 <10

鱿鱼 23 ( 10 <10

鱿鱼 3．6 <10 <10

检出率50．00％ 25．00％ 12．50％

以上3种方法检出大肠菌群的样品数与总样品数的比值

为检出率。将检出率的百分数进行t 检验，结果MPN法与
VRB固体培养基法差异不显著( P>0．05) ；MPN法与3MPet —

r i f i l m大肠杆菌／大肠菌群快速检测纸片法差异显著( P<

0．05) ；VRB固体培养基法与3MPet ri f i l m大肠杆菌／大肠菌群
快速检测纸片法差异不显著( P>0．05) 。

裹3大肠杆菌检验结果( et u／g)

样品名称sN0169- 1992 MPN法3MPe：芸嚣大肠
鱿鱼 <3 <10

沙尖鱼片 9．1 <10

凤尾虾 <3 <10

虾仁 <3 <10

凤尾虾 <3 <10

鱿鱼 <3 <10

蟹肉 <3 <10

鱿鱼 <3 <10

烤鳗 <3 <10

烤鳗片 <3 <10

海鲜杂锦 <3 <10

海鲜杂锦 3．6 <10

鱿鱼排 23 <10

鱿鱼条 3．6 <10

鱿鱼 <3 <10

鱿鱼 <3 <10

检出率 25．00％0．00％

以上两种方法检出大肠杆菌的样品数与总样品数的比值

为检出率。将检出率的百分数进行t 检验，结果MPN法与3M

Pet ri f i l m大肠杆菌／大肠菌群快速检测纸片法差异极显著( P<

0．01) 。

3结论与讨论

用SN0168—1992出口食品平板菌落计数和3M Pet ri f i l m

细菌总数检测纸片法检测水产品的细菌总数结果无显著性差

异。两种方法检测所需时间一样，然而3MPet ri f i l m法因不需

配制培养基和准备消毒平皿而显出快速简便的优势，又因培

养后细菌显示颜色而方便计数，可避免漏计而减少人工计数

误差，但成本较高。

从表2、表3可看出，SN0169—1992标准中的MPN法检测

下限为3 cf u／g样品，但VRB固体培养基法和3MPet ri f i l m大

肠杆菌／大肠菌群检验纸片法的检测下限一样，均为10 cf u／g

样品，因此，对于每克样品大肠菌群数／大肠杆菌数在10个以

下的样品极可能出现阴性结果。故VRB固体培养基法和3M

Pet ri f i l m大肠杆菌／大肠菌群检验纸片法不适合于限量标准为

每克样品大肠菌群数／大肠杆菌数在10个以下的样品的检

测。

从表2、表3可看出，MPN法检验大肠菌群、大肠杆菌不但

检测下限低，而且比较敏感，同样的样品检出的细菌数偏高，

大肠菌群检出率与3M Pet ri f i l m大肠杆菌／大肠菌群检验纸片

法有显著差异，大肠杆菌检出率与3M Pet ri f i l m大肠杆菌／大肠

菌群检验纸片法有极显著差异。这与MPN法进行二步增菌，

第一步的弱选择性增菌，有利于受伤菌复活是一致的。但

VRB固体培养基法与3MPet ri f i l m大肠杆菌／大肠菌群检验纸

片法的检出率无显著差异。

3MPet ri f i l m法具有快速简便，最快24 h，最迟48 h出结

果的优点，但缺点是检测成本高，检测大肠杆菌／大肠菌群的

灵敏度不够，无法检测每克样品含菌量10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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