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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评价的科学性：现行国标方法评价食品安全性时，仅根据

食品的特性不同制定不同的菌量限制。I CMSF的方法在评价

样品时，加入4个参数：1) n；2) C；3) m；4) M。参见表4。

它不仅根据食品特性对不同食品作不同的菌量限制( 即m值

不同) 。还根据处理条件不同将食品分为危害度增加、不变、减

少三类，危害度越大的食品其标准就越严。I CMSF的方法还考

虑到微生物的危害度不同将对象微生物分为五类，要求也从不

得检出( 如沙门氏菌C=0，m一0) 到限量检出( 如冷冻虾中的

副溶血性弧菌n=5，c一2，m=102I g) ，直至允许附加条件下

的检出( 如冰激凌中的大肠菌群n=5，c一2，m=102／g，M=

103／g) 。这样，在对食品进行安全性评价时就将食品特性、处

理条件和微生物危害度三者结合到一起，比现行国标方法更科

学。

：? ，, 4- ．施的合理性：I CMSF的方法充分考虑到微生物危害度

不同，因此对不同的对象微生物制定的菌量限制更合理。如冰

激凌中的大肠菌群，国标规定为MPN≤450／1009，而I CMSF

的方法其附加条件合格的菌量限制却高达M≤105／l OOg。运用

现行国标方法评价我市某大型商场简装熟食，过严的菌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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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监测出现了抽检不合格，送检合格的现象。而事实上，该

商场每天简装熟食买出达数百份。全年追踪调查未发现一起食

物中毒事件。故我们认为采用I CMSF的方法评价食品的安全

性，比现行国标方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对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也

更合理。

3．4监测的可行性：采用I CMSF的方法评价食品安全性，与

现行国标方法比较，样品要求监测件数更多，项目更全，难度

更大。不仅造成生产厂商承担的费用更高，也对实验室的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使得I CMSF的方法在操作上比现行国标

方法更难。但随着实验室检验技术逐步先进，手段逐步提高，设

备自动化、快捷化，检验成本下降，我们相信不远的将来。

I CMSF的方法会在我国得到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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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ri f i l m纸片法和国标法检测奶制品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数的结果比较

唐漪灵1 郭奕芳1 吴 翊2 沈 蕾2

( 1上海虹口区卫生防疫站；2上海医科大学卫生微生物学教研室 200032)

( 中图分类号] TS201．6 [ 文献标示码] B

食品与人民的生活、健康密切相关，因此，确保食品的质

量不容忽视。微生物与食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食品生产、加

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中都有污染微生物的可能。一

旦污染。可大量繁殖引起食品腐败变质，还可导致食源性感染

和食物中毒。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应采用适当的检验方法检测食

品微生物。目前，国内采用的检测方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GB4789．1～4789．31—94。其准确性、灵敏性均较高，但

是实验的准备工作和收尾工作繁重，且实验耗时较长，不适于

牛奶、蛋糕等保质期短的食品。常造成产品出厂在前，报告在

后。因此发展快速测试方法是有必要的。美国3M公司研制的

微生物快速测试纸片具有本身带有培养基，不需灭菌，样品可

直接加入的优点。但实际效果如何尚需实验证明。为此我们对

其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

1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

消毒奶、酸奶、乳酸饮品、黄油、冰淇淋、脱脂奶粉、奶

酪、布丁、生奶( 未消毒奶) 、淡奶等十种奶制品，均购于上海

市场。除因市场供应的缘故淡奶只有一份样品外．其余奶制品

均选取3个不同的品牌．共有28份样品。

1．2培养基

普通营养琼脂、伊红美兰琼脂由上海伯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

乳糖胆盐培养基、乳糖培养基由中国腹泻病控制上海试剂

供应研究中心提供。

Pet ri f i l m细菌总数测定纸片( Pet ri f i l mAerobi c Count

Pl at es) 、Pet ri f i l m大肠杆菌及大肠菌群测定纸片( Pet ri f i l m

Col i f orm&E- - col i Count Pl at es) 由美国3M公司提供。
1．3 菌种

催产克雷伯杆菌购自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

大肠杆菌( 8099) 、产气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

6538) 、均为上海医科大学卫生微生物学教研室保存。

1．4菌悬液的制备

将37 C培养24h的大肠杆菌、产气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催产克雷伯杆菌斜面分别挑取适量于无菌生理盐水中．混

合、逐步稀释。取两种浓度细菌悬液( 浓度分别为103～10 4cf u／

ml 、105～106cf u／m1) 待用。

1．5样品处理

自然菌：用无菌手续称取样品259，置225ml 无菌生理盐

水中，振荡混匀。调pH至7．0左右，取悬液检验自然状态下

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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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污染：将低浓度、高浓度细菌悬液分别污染食品后，无

菌称取样品259，置225ml 无菌生理盐水中，振荡混匀，调pH

至7．0左右，取悬液检验污染状态下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 生奶因原始菌量极高而不进行污染) 。

1．6微生物检测方法

每份样品均用两种方法同时检验。

国标法( GB法)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4789．2

—94、GB4789．3—94) 进行。

Pet ri f i l m纸片法( PF法) ：揭起覆盖的胶片，将l ml 样品

悬液滴于培养基中央后盖回，用压板轻轻压下，将样品均匀地

覆盖于培养基上。静置约l mi n使培养基中的凝胶固化。测试

片水平放于37℃恒温箱内培养。细菌总数测试片培养48士3h

表1 PF法和GB法检测奶制品中细菌

总数的结果比较( 10910cf u／g)

对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配对t 检验：t =1．286 P>0．2。

2．2大肠茵群检测结果比较

表2 PF法和GB法检测自然状态下

奶制品中大肠茵群的结果

后计数红色菌落数作为细菌总数；大肠菌群测试片培养24±

3h后计数蓝色和红色带气泡菌落数作为大肠菌群数。

1．7数据分析

细菌总数计数结果首先转换为常用对数，用配对t 检验分

析两种方法在检测结果上的差别。

国标法得出的是根据统计方法得到的大肠菌群最可能数

( MPN) ，PF法得出的为大肠菌群实际菌落数，不能直接比较，

故以实际菌落数是否在MPN95％可信区间内来进行分析。

2实验结果：

2．1细菌总数计数结果比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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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PF法和GB法检测高污染水平

奶制品中大肠菌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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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F法检测而得到的茵落数cf u／g，若落在国标法查出

的大肠菌群最可能数( MPN) 95％可信限内，则认为两种方法

的结果相符。在奶制品大肠菌群检测结果方面，两者的符合率

为93．59％。

3讨论

本次实验对pet ri f i l m纸片法和国标法在奶制品微生物检

验中的检测结果进行了比较。表1显示了两种方法检测奶制品

细菌总数的结果，统计分析表明两种结果问无明显差异( P>

0．2) 。所检测10类奶制品的分类统计结果也无明显差异。

表2、3、4显示了两种方法大肠菌群检测结果，其符合率

达93．59％。不符合的样品共7份，其中酸奶3份，且均为PF

法结果高于GB法结果上限，这可能与酸奶中有乳酸菌存在的

特殊生境有关。

PF试纸是一种制备完成的培养基系统，以一层亲水性的

吸附物质作为培养基质，含有测试菌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还加

入了染色剂、显色剂，增强了菌落的目视效果。故与国标方法

比较，省却了繁重的准备、收尾工作；体积轻巧、便于携带；操

作简单、快速省时。另外避免了热琼脂法不适宜受损细菌恢复

的缺陷。在大肠菌群的检测方面。国标方法报告的是MPN值

而不是每克食品中的大肠菌群数，PF法则可以得出精确数据，

但是否准确尚需进一步研究。同时，PF纸片法还可区分大肠菌

群中的大肠杆菌( 蓝色产气) 和非大肠杆菌( 红色产气) 。

PF试纸法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 1) PF试纸上覆

盖一层薄膜，当细菌产气、产粘液过多时会出现菌落扩散、融

合的现象，影响计数。( 2) PF试纸面积较小，当菌量大于250

时，准确计数已较困难。( 3) 某些奶制品中包含的有机物可能

使显色减缓，使目视效果下降，导致计数偏低。故48h计数结

果高于24h计数结果，实际检验时应培养48h。

总之，在奶制品微生物检测中PF法有其优越之处，省时

省力，检测结果与国标法无差异。有一定的替代国标方法的可

能性。在其它食品中效果是否相同，需要更多的实验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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