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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温州市桶装饮用水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

李毅!章乐怡!洪程基
!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温州#$&*%%%#

摘#要!目的#了解温州市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污染状况!分析其饮用安全性!为有关部门加强生产企业的监

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按国家标准方法对桶装饮用水进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测定和评价"

结果#$ !$! 份桶装饮用水样品!总合格率为 5%+$.,!以菌落总数和铜绿假单胞菌超标为主!而各个季度合格率最

高的是第一季度!其次是第四季度!各类桶装饮用水中矿泉水合格率最高为 5&+)5,!最低为经饮水机冷水出口的

桶装饮用水为 **+"%,!温州不同地区桶装饮用水超标率最高的是瑞安" 结论#温州地区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

污染状况严重!存在较严重的卫生隐患!应引起我们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加强监督与管理!同时企业自身应

加强对产品的质量管理!指导消费者合理安全选用桶装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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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对饮
用水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市场上许多品种桶装
饮用水的出现改变了人们饮水习惯"由于可以直接
饮用"其质量安全状况也自然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
公共卫生问题 )"($* "与消费者的健康密切相关+ 为
此"国家制定了较严格的国家标准"以确保桶装饮
用水的饮用安全性+ 桶装饮用水在生产(运输(销
售和储存环节中易受到各种微生物的污染"同时有
些生产厂家的生产不规范"存在许多卫生问题"因
而市场上销售的饮用水存在卫生质量参差不齐的

局面+ 为了解温州地区桶装饮用水的卫生状况"本
课题组对 &%"$!&%". 年温州地区抽检的桶装饮用
水进行了相关指标的检测和评价" 现将检测结果报
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

&%"$!&%". 年集中采集温州地区 $包括全部
县(市和区%各种品种桶装饮用水 $ !$! 份"包括桶
装纯净水(桶装天然饮用水(桶装矿泉水(经饮水机
冷水出口的桶装饮用水 . 种+ 其中 &%"$ 年采集
& %’. 份$纯净水 ).$ 份"天然饮用水 5&" 份"矿泉水



温州市桶装饮用水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李毅"等 ! $$### !

*&. 份"经饮水机冷水出口的桶装饮用水 &%5 份%#
&%". 年采集 " ).. 份 $纯净水 5"" 份"天然饮用水
$"! 份"矿泉水 .&$ 份"经饮水机冷水出口的桶装饮
用水 $’& 份%+
"+"+&#主要仪器与试剂

平板计数琼脂(月桂基硫酸盐胰蛋白胨肉汤(假
单菌琼脂基础培养基等培养基均购自青岛海博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所有培养基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方法
"+&+"#检测项目

按国家标准方法 ).(5*分别对 . 个品种的桶装饮
用水进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等 $ 项
目进行检测+ 特别说明其中大肠菌群结果报告时
使用 Pc1̂ .)!’+$!&%%$ 报告单位$[aO1"%% /@%+
"+&+&#评价标准

按国家有关卫生标准进行评价 ))(!* "菌落总数
$:;H1/@%&$"%% 为合格#大肠菌群$[aO1"%% /@%&
q$ 为合格#铜绿假单胞菌$:;H1&*% /@%&% 为合格+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的录入与分析均采用 7a77 "*+% 软件

进行分析"Mq%+%*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年度桶装饮用水检测结果

&%"$!&%". 年共检测 $ !$! 份桶装饮用水"总合
格率为 5%+$.,$& $"51$ !$!%"其中 &%"$ 年合格率为
*’+’!,"&%". 年为 5%+)!,+ 菌落总数在 q" -
&"% %%% :;H1/@(大 肠 菌 群 在 % - r" "%% [aO1
"%% /@(铜绿假单胞菌在 % -.%% :;H1&*% /@之间波
动+ 单项超标的菌落总数 " *&& 份"超标率为
$’+55,"年度菌落总数超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r%+%*%#大肠菌群超标 $)$ 份"超标率为 ’+)&,"
年度大肠菌群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q%+%"%#铜
绿假单胞菌超标 .&" 份"超标率为 "%+’),"年度铜绿
假单胞菌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q%+%"%+ 年度
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检测结果见表 "+

表 "#&%"$!&%". 年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检测结果
>̂_@V"#cBUU@VZ ZX?L2?L0b>UVX<V>@U< /?:XB_?>@UVTUXVTH@UT?L &%"$ UB&%".

年份
样品数
1份

合格
数1份

合格
率1,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铜绿假单胞菌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 & %’. " &*5 *’+’! !$! .%+%& ")5 !+.% "!" !+5.

&%". " ).. " %5% 5%+)! 5!. $’+&& "’) ""+$% &.% "$+)5

合计 $ !$! & $"5 5%+$. " *&& $’+55 $)$ ’+)& .&" "%+’)

&+&#各个季度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检测结果
分析

温州市各类桶装饮用水中各个季度合格率最
高的是第一季度"其次是第四季度#大肠菌群超标

率第一季度最低"铜绿假单胞菌超标率最高的是第
三季度"说明夏秋季节是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铜绿
假单胞菌超标率比较高"同时各个季度超标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Mq%+%"%"见表 &+

表 &#各个季度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超标情况
>̂_@V&#=>:< DH>XUVXB;_BUU@VZ ZX?L2?L0b>UVX<V>@U< /?:XB_VTUBVS:VVZ _?Z

季度
样品数
1份

合格
数1份

合格
率1,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铜绿假单胞菌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第一季度 !!’ *)! 5*+%& $"" $.+’! *! 5+*& &" &+$5

第二季度 ’’! 5%. 5%+*& $’. $’+.! "%" "%+"& ’$ ’+$&

第三季度 " %*& *)& *.+$) .!% .*+5$ ""& "%+5* "!. ")+.’

第四季度 !’’ *5& 5&+*" $$) $)+.’ "%& ""+$* "&$ "$+5!

&+$#各类桶装饮用水检测结果分析
温州市各类桶装饮用水中矿泉水合格率最高

为 5&+)5,"最低经饮水机冷水出口的桶装饮用水
为 **+"%,"而菌落总数超标率最高的是经饮水机
冷水出口的桶装饮用水"其次是天然饮用水#大肠
菌群超标率最高的是天然饮用水#铜绿假单胞菌超
标率最高的也是天然饮用水"各类桶装饮用水超标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r%+%*%"而大肠菌群超标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q%+%"%"铜绿假单胞菌超

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q%+%" %"具体结果见
表 $+
&+.#温州不同地区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检出结
果分析

温州不同地区桶装饮用水超标率最高的是瑞
安 55+!&,"其次乐清 **+&.,"最低平阳和泰顺分
别为 .+)*,和 $+*),"各个地区之间超标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Mq%+%"%"说明温州市不同地区桶装
饮用水卫生状况之间有差别"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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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类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检测结果
>̂_@V$#6@@2?LZTB;_BUU@VZ ZX?L2?L0b>UVX<V>@U< /?:XB_?>@UVTUXVTH@UT

样品类别
样品数
1份

合格
数1份

合格
率1,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铜绿假单胞菌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超标数1份 超标率1,

矿泉水 " %&$ 5.& 5&+)5 $!" $)+&. ’5 ’+$! ""’ ""+5$

纯净水 " .$* !)& 5%+)) *5$ $’+&$ """ )+). ".) "%+&.

天然饮用水 ’!! *!5 *’+$" .%& .%+5’ "$% "$+"5 "$% "$+"5

经饮水机冷水出口
的桶装饮用水

$’& &"5 **+"% ")5 ..+’% $5 ’+"! &* 5+$!

表 .#温州不同地区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检出结果
>̂_@V.#cBUU@VZ ZX?L2?L0b>UVX<A0?VLV/?:XB_?B@B0?:>@

ZVUV:U?BL XVTH@UT?L Z?;;VXVLU>XV>T

地区
样品数
1份

超标数
1份

超标率
1, 地区

样品数
1份

超标数
1份

超标率
1,

瑞安 55% .." 55+!& 苍南 .)" "&5 &5+)*

乐清 *&* &’% **+&. 永嘉 $5! !’ &.+"!

龙湾 &%’ "%& .!+!% 洞头 "%" && &"+)!

瓯海 $55 "*) .&+’% 平阳 $*! ") .+)*

鹿城 *’5 &.. .%+’. 泰顺 !. $ $+*)

文成 "%% $" $"+%%

$#讨论
&%"$!&%". 年温州地区桶装饮用水共检测

$ !$! 份"结果显示桶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总合格
率仅为 5%+$.,"与刘建琪等 )&*报道的结果接近"但
远远低于傅小红等 )’*报道的结果"表明温州地区桶
装饮用水卫生微生物污染严重存在较严重的卫生
隐患"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其中超标以
菌落总数为主"超标率为 $’+55,"其次为铜绿假单
胞菌$"%+’),%"由于铜绿假单胞菌为条件致病菌"
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其存在的重要条件是潮湿的环
境"但是现研究发现它具有多种致病因子"是导致
人类急性肠道疾病和皮肤炎症的主要病原菌 )"%* "传
播途径很多种易引起继发性感染和医源性感染"而
铜绿假单胞菌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包装用桶的消毒
不彻底造成的"因此必须重点加强铜绿假单胞菌的
检测"同时应该提醒桶装饮水的生产厂家要做好包
装用桶的严格消毒"这是保障水的卫生质量的重要
环节"也是对广大消费者健康利益的重要保证"同
时在选购桶装饮用水时也应选择生产规范"卫生质
量相对有保证的正规厂家+

温州市各类桶装饮用水各个季度中第二(三季
度卫生微生物污染最严重"说明夏秋季节是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污染和增值比较高的
季节"同时桶装饮用水均有一定的保质期" 因此提
倡广大市民减短饮用时间和煮沸以后再饮用+

温州不同地区桶装饮用水超标率地区之间有
明显差异"建议温州地区有关部门对生产桶装饮用
水的企业应该加强日常监督与管理"同时加强人员
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卫生意识+ 督促改进和配备生

产车间无菌净化消毒设施"改进和提升生产工艺"
完善和提升管理水平"采用 N6QQa控制手段"把好
出厂检验质量关"给市民提供合格的产品+

而各类桶装饮用水中卫生微生物污染都比较
严重"说明桶装饮用水在水处理工艺(容器(贮存(
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中都存在微生物污染和再污
染的问题"但是水处理工艺中微生物污染是影响桶
装饮用水卫生质量的关键环节+ 桶装饮用水的水
源水多来自自来水"水源相对安全"水处理工艺也
比较简单+ 因此"微生物污染来源可能包括灌装间
的环境卫生和空气洁净度$包括空气中菌落总数%"
工作人员个人卫生"空桶(桶盖的清洗和消毒不彻
底和质量欠佳"部分厂家灌装工艺落后"造成包装
密封不严(松动渗水等"导致处理后水受到污染"销
售点条件简陋"人员素质较低"均可导致桶装水受
到二次污染"必须通过加强监督和企业自身的努
力"使以后温州地区桶装饮用水的合格率明显提
高"使该地区的桶装饮用水生产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志谢#感谢本中心营养与食品所全体人员和温州市

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人员对本次桶装饮用

水监测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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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食用植物油中过氧化值和黄曲霉毒素 c"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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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检测食用油的过氧化值#黄曲霉毒素 c" !了解餐饮业食用油的使用情况" 方法#在市县地区采

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共 "*% 个!过氧化值按照 Pc1̂ *%%’+$)&&%%$ 方法检测!黄曲霉毒素 c" 按照 Pc1̂ *%%’+&$&

&%%$ 方法检测" 结果#过氧化值合格率为 "%%,!黄曲霉毒素 c" 检测情况为%煎炸油合格率 ’"+),!花生油合格率
!’+$,!调和油#菜籽油#大豆油#棕榈油合格率 "%%," 煎炸油#花生油黄曲霉毒素 c" 检测值范围为 "+%% -&"+5

!0120#%+!% -.%+. !0120" 结论#食用油的原料质量要严格管控!防止污染!杜绝黄曲霉毒素 c" 的产生"

关键词!食用植物油$ 过氧化值$ 黄曲霉毒素 c" $ 检测$ 食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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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值和黄曲霉毒素 c" 是食用油理化检验
项目中的 & 项重要指标+ 其中"过氧化值是指油脂
遇光(热(空气中的氧以及油脂中自身的水分和脂
肪酶的作用"把油脂分解成酸(酮类和氧化物等 )"* +

因此"过氧化值能够反应食用油的新鲜程度"是国
家标准中强制性检测项目 )&* +

黄曲霉毒素 c" 具有强烈的毒性"是人类健康危
害极为突出的一类霉菌毒素"对动物和人体产生强
烈的肝毒性(致突变性(免疫抑制和致癌性"被世界
卫生组织$dN4%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类致癌
物 )$* + 黄曲霉毒素 c" 容易污染的食物主要是花
生(玉米(稻谷等粮油食品+ 黄曲霉毒素耐热"
&!% g才可裂解"一般烹调加工温度下难以破坏+
黄曲霉毒素 c" 是体现食用油安全的一项重要检测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