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餐饮业食用冰块微生物污染水平调查!!!韩春卉"等 !!<%$$ !

参考文献
( % )$杨月欣&食品营养标签的实施!!!对营养学理论和应用的挑

战(Q)&营养学报"!""#"!:$#% &’#’(’#:&

( ! )$NOIGR0XN"1WGH/Xa1"a??GZOC"OXG0&!""" e!""% @KK/ 0GZO0

GH/ _G?]GIO.RWVOJ& GH R_/GXOKH _WOVG0OH?OK@HRXWFXFKH 0GZO0FHI

GH/ ?0GF\.KH _WK?O..O/" _G?]GIO/ @KK/.(Q)&Q;\+FOX;..K?"

!""4"%"4$=% &3#!(3#<&

( ’ )$BKW0/ MOG0XA SWIGHF‘GXFKH&CRXWRXFKH 0GZO0.GH/ AOG0XA ?0GF\.& XAO

I0KZG0WOIR0GXKWJOHVFWKH\OHX(7)&DOHOVG&BMS"!""4&%(:!&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9)&!"":(%!(%<&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D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9)&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中国标准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食

品分类卷(a)&北京&中国标准出版"!""#&#(:&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标准$征求意

见稿% ( 9)&!"%"&

( < )$王胜峰"陈勇"刘庆敏"等&杭州市超市内国产预包装食品营

养标签标示现况调查(Q)&中国食品卫生杂志"!""3"!%$3% &

#4’(#4:&

( 3 )$王凤玲"杨月欣"王玉&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标示现况调查

(Q)&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王胜峰"孙点剑一"杜宇坤"等&!""< 年和 !"%" 年杭州市国产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标识变化调查(Q)&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4#3(4=4&

调查研究
北京市餐饮业食用冰块微生物污染水平调查

韩春卉!余东敏!韩海红!董银萍!白莉!王伟!甘辛!胡豫杰!徐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卫生部食品安全凤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北京$%"""!%$

摘$要!目的$评估北京市餐饮业食用冰块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方法$在北京市场抽检了 =’ 份餐饮业食用冰块

样品!冰块独立分装在无菌采样袋中!! A 内完成采样到检测的过程" 按照国家标准方法检测其中的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沙门菌#志贺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结果$=’ 份餐饮业食用冰块样品均未检出沙门菌#志贺菌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致病菌" 连锁快餐店和咖啡店食用冰块的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等指示菌计数较低!部分饮品甜品店食用

冰块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较高" 结论$检测的食用冰块样品均是安全的" 部分饮品甜品店用食用冰块指示菌较

高!提示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微生物污染!需要严格执行卫生操作规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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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食品消费形式的多样化"主要作为食
品原料加入到饮料中的食用冰块广泛应用在连锁
快餐店*饮品甜品店*咖啡店等食品企业"形成各种
风味独特的冰水$果汁%饮料’ 作为饮料中的一种
配伍食品原料"食用冰块在和其他食品原料混合前
一般不会再有消毒处理的工艺"在冰块制作或与其
他食品原料混合中如果污染了沙门菌*志贺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则有可能对消费者
造成潜在的健康风险’ 为了解餐饮业食用冰块中
微生物的污染状况"本文在北京市场部分餐饮业抽
检了 =’ 份食用冰块样品"开展了指示微生物和致病
菌指标的检测"评估餐饮业食用冰块微生物对消费
者健康可能带来的风险’

%$材料与方法
%2%$材料

!"%’ 年 : 月"在北京市的崇文门*东单*朝阳大
悦城*安贞里*凤凰城*双井等主要繁华商业区域采
集了 ’= 个餐饮品牌共计 =’ 份食用冰块样品"包括
!# 份连锁快餐店饮料用食用冰块*!’ 份饮品店用食
用冰块*%’ 份咖啡店饮料用食用冰块*! 份市售食用
冰块产品’ 所采冰块样品独立分装在无菌采样袋
中"并于采样后 ! A 内完成检测’
%2!$方法

冰 块 样 品 采 集 后" 菌 落 总 数 检 验 按 照
D14:<3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 "大群菌群检验按照D1,8
4:<3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卫生微生物
学检 验 大 肠 菌 群 测 定 , (!) " 沙 门 菌 检 验 按 照
D14:<3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 (’) "志贺菌检验按照 D1
4:<3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志贺氏菌检验, (4)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按照 D1
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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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

!$结果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检测结果见表 %*!’ =’ 份

样品均未检出沙门菌*志贺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三
种致病菌指标"表明 =’ 份样品是安全的’

菌落总数 f% ?@R,\0和大肠菌群 f’2" a)C,
%"" \0等同于未检出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 国际
上通常认为即食食品中菌落总数限量范围 f% """
?@R,I$\0%是满意的水平"菌落总数在 %""" k%"=

?@R,I$\0%范围内是可接受的水平"不同的食品种类
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则食物是安全的 (= e3) ’

$$$$表 %$食用冰块样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果
8GZ0O%$cHR\OWGXFKH K@XKXG0GOWKZF?_0GXO?KRHXFH O/FZ0O

F?O.G\_0O.

冰块来源
菌落总数$?@R,\0%

f% %" k%"" %"" k% """ % """ k%" """

连锁快餐店 %’ 3 ’ !

饮品甜品店 % < # 3

咖啡店 ! : ! !

市售食用冰块 ! ! ! !

合计 %< !4 %" %%

注&!为未检出

表 !$食用冰块样品的大肠菌群的检验结果

8GZ0O!$cHR\OWGXFKH K@4><.:>5=$FH O/FZ0OF?O.G\_0O.

冰块来源
大肠菌群$a)C,%"" \0%

f’ ’ k’" ’" k’"" o’""

连锁快餐店 !’ ! ! !

饮品甜品店 %" : = !

咖啡店 %" ! % !

市售食用冰块 ! ! ! !

合计 4# %% : !

注&!为未检出

食用 冰 块 的 菌 落 总 数 微 生 物 限 量 若 控 制 在
%"4 ?@R,\0以内则是可接受的限量水平’ 表 % 食用
冰块样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果表明"=’ 份食用冰
块样品中的菌落总数计数均在可接受的限量内"
其中 %< 份样品是无菌的"表明食品的操作非常严
格#’4 份样品的菌落总数在 %" k% """ ?@R,\0范
围内"表明卫生状况满意#%% 份样品的菌落总数在
% """ k%" """ ?@R,I$\0%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水
平"其中 3 份来自饮品甜品店’

表 ! 所示"食用冰块样品的大肠菌群的检验结
果与菌落总数结果相似’ =’ 份样品中有 4# 份未检
出大肠菌群": 份大肠菌群计数在 ’" k’"" a)C,
%"" \0范围内的样品有 = 份来自于饮品甜品店’ 在
!’ 份饮品甜品店用食用冰块样本中"有 = 份样品的
菌落总数 o’ """ ?@R,\0"大肠菌群为 !4" a)C,
%"" \0"尽管这 = 份样品并未检出致病菌"但提示生
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微生物污染’ ! 份采自商店的零
售食用冰样品以中均未检出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

综上所述"=’ 份样品均未检出致病菌"表明食
用冰块不会对消费者产生健康风险’ 作为微生物
指示菌的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结果表明"连锁快餐
店和咖啡店整体卫生操作较饮品甜品店规范’

’$讨论
微生物的检测包括指示菌和致病菌’ 菌落总

数和大肠菌群属于指示菌"虽然不能直接用于食品
的安全性评估"但可以反映产品生产过程的卫生状
况"也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手段之一’

食品中指示菌的存在"尽管不表示存在内在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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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却能够说明原材料或食物成分的品质不良*清洗
不彻底*未煮熟*交叉污染以及温度和时间控制不当
等操作问题’ 微生物标准的用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评估食品生产过程卫生控制措施是否有效#二是当缺
乏更多有效手段来保证食品安全"如缺乏适当运用良
好卫生规范$IKK/ AOG0XA _WG?XF?O"DM)%和危险分析关
键控 制 点 $ AG‘GW/ GHG0FJ.F.?WFXF?G0?KHXWK0_KFHX"
M;**)%的过程控制时"评估食品的微生物限量是否
可以接受(%") ’ 目前国际上如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美国*英国等国家未制定食用冰块的微生物限量
标准"主要原因为&一是食用冰块的原料符合生活饮
用水的卫生标准#二是食用冰块本身不具备微生生长
繁殖的营养条件"同时冰块自身温度较低"也不适合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三是餐饮业良好生产操作规范可
以避免食用冰块在生产*储存及销售过程中受到微生
物污染’ 随着检测手段的升级以及检测力量的加强"
有必要改变这种以菌落数量来衡量食品安全的办法’
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细菌的产生有很多不可控因素"
如果一定要以苛刻的菌落数量作为食品安全的标准"
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餐饮业食用冰块的原料应符合饮用水标准"我
国 D1#:4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中规
定的菌落总数为$%"" ?@R,\0"致病菌则不得检出’
在北京市部分餐饮业采集了 =’ 份冰块样品均未检
出沙门菌*志贺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三种致病菌"
表明 =’ 份样品是安全的’ 用指示菌结果对企业冰
块生产过程中微生物控制效果进行评估"则快餐连
锁企业和咖啡店的生产过程卫生控制好于饮品甜
品店"提示饮品甜品店企业需要按照相应的卫生规
范操作"在冰块的生产*保存方面减少可能的微生
物污染’ 饮品甜品店应对食用冰块可能被微生物
污染的制冰机*盛装冰块的铲子和容器*冰块暴露
在空气中的时间长短等因素加强控制"严格执行卫
生操作规范的程序’ 本文采集的 =’ 份样品中有
! 份以食用冰的商品形式出售"该食用冰则适用于
D1!:#32%!!""’+冷冻饮品卫生标准, (%!) "检测结
果符合标准的微生物限量要求’

本研究结果虽然提示所检测食用冰块对消费
$$$

者健康不存在风险"但保证食用冰块安全性的最
有效的食品安全措施是倡导其生产*加工*运输及
销售的生产链中综合应用良好的卫生规范和良好
的生产措施 $IKK/ \GHR@G?XRWFHI_WG?XF?O"Da)%及
在食品生产过程中执行危险分析关键控制点"以
有效地控制有害微生物的污染"保证冰块的食用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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