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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我国食品卫生标准规定的细菌学指标 , 对采自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及上海5 省市的180 份猪肉样品进行了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数以及沙门氏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 :H7 的检测 , 结果按国家无公害食品标准进行判定。结果表明 ,所检测的猪肉样品均未检
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 :H7 ;菌落总数均符合国家无公害猪肉标准的相关规定 ; 大肠菌群阳性样品数为60 , 占样品总数的33 .33 % ; 沙
门氏菌阳性样品数为28 , 占样品总数的15 .56 % 。检测项目中检出1 项不合格者即判为不合格样品 , 不合格样品数为73 , 样品总体不合
格率为40 .56 %。说明我国当前市售猪肉产品的卫生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 主要是大肠菌群严重超标 , 沙门氏菌污染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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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猪肉产量和消费量最多的国家, 而且占世

界总产量的比重很大[ 1] 。猪肉产品是我国人民的主要肉食

来源, 也是我国消费量最大的肉类食品, 但由于养殖、屠宰、

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控制不严, 常易导致猪肉中细菌总数

增加或出现致病菌, 尤其是沙门氏菌等肠道致病菌, 安全性

得不到保障。近几年, 我国猪肉产品因致病菌污染而出现的

质量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为了掌握当前我国上市猪肉产品

细菌污染状况, 给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管理措施提供依据, 以

便加强对猪肉产品的卫生质量管理和监督力度, 笔者按照我

国食品卫生标准规定的细菌学指标, 对部分省市销售的猪肉

产品进行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数以及沙门氏菌、肠出血性

大肠杆菌O157 :H7 的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样品。选取国内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5 个省

( 市) : 陕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广东省、上海市, 对其上市猪

肉产品 , 重点对超市及农贸市场的市售生猪肉以购买的方式

进行抽样检测。其中陕西、河南、江西省选取3 个不同层次

的采样城市 , 即省会城市、1 个地级市和2 个县级市, 每个城

市抽取5 个采样点, 包括2 个超市和3 个农贸市场; 广东省选

取广州和深圳市, 它们与上海市一样, 每个城市抽取10 个采

样点, 包括5 个超市和5 个农贸市场。每个采样点采取生猪

肉样品2 份。共采集猪肉样品( 500 g/ 份) 180 份。

1 .1 .2 培养基和试剂。营养琼脂培养基, 缓冲蛋白胨水, 氰

化钾( KCN) 培养基, 尿素琼脂 , 赖氨酸, MM 增菌液, 乳糖胆盐

发酵管 , 乳糖发酵管, 营养肉汤, 按 GB4789 .28-2003[ 2] 制备。

伊红美蓝琼脂(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北京陆桥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批号 060721) ;SS 琼脂(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批号060613) ; 三糖铁

琼脂( 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技术研究所、北京陆桥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批号050830) ; 细菌微量生化鉴定管( 北京陆桥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 改良E.C 新生霉素增菌肉汤 m( EC) n( 按

SN0973- 2000[ 3] 附录A 制备) ; 山梨醇麦康凯培养基( 北京陆

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批号050906) ; 月桂基磷酸盐胰蛋白胨

MUG 肉汤( 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技术研究所、北京陆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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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批号050107) ;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 :H7 标

准质控菌种, 菌号 :ATCC 43889 ;O157 :H7 标准血清( 上海市卫

生防疫站) 。

1 .1 .3 主要仪器。温箱 :( 36±1) ℃ ; 冰箱:0 ～4 ℃; 恒温水浴

箱:( 46±1) ℃; 高压灭菌锅 ; 电子天平; 放大镜; 菌落计数器 ;

均质器 ; 显微镜; 超净工作台等。

1 .2 方法

1 .2 .1 检测方法及依据。检测依据表1 所列的现有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进行。

  表1 检测方法的依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样品 检测方法 检测标准

1 菌落总数测定 猪肉 病原分离鉴定 GB/ T 4789 .2-2003

2 大肠菌群测定 猪肉 病原分离鉴定 GB/ T 4789 .3-2003

3 沙门氏菌检验 猪肉 病原分离鉴定 GB/ T 4789 .4-2003
4 肠出血性大肠杆

菌O157 :H7 检验
猪肉 病原分离鉴定 SN/ T0973-2000

1 .2 .2 判定标准。根据国家无公害食品标准[ 4] 进行判定 ,

菌落总数( cfu/ g ≤1 ×106) 和大肠菌群( MPN/ 100 g ≤1 ×104) 2

项指标超出检测标准设定的限值即判为阳性; 沙门氏菌、肠

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 :H7 不得检出 , 根据检测结果, 若有检

出即判为阳性。

2  结果与分析

2 .1  菌落总数检测结果  所检测的180 份猪肉样品, 虽然多

数菌落总数检测值较高, 但均符合国家无公害食品标准的相

关规定( cfu/ g ≤1×106) 。

2 .2  大肠菌群检测结果  由表2 ～4 可见, 大肠菌群阳性样

品数为60( 国家无公害猪肉标准: MPN/ 100 g ≤1 ×104 , > 1 ×

104 为阳性) , 占所检样品总数的33 .3 % 。其中,21 份阳性样

品来自超市 ,39 份阳性样品来自农贸市场, 占各自抽样总数

的26 .9 % 和38 .2 % ; 来自省会城市、地级及县级市的阳性样

品数分别为24、16、20 , 分别占各自抽样总数的34 .3 % 、32 % 和

33 .3 % 。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及上海5 省市大肠菌群检测

阳性率分别为32 .5 % 、35 % 、30 % 、32 .5 % 和40 % 。

2 .3  沙门氏菌检测结果  由表2 ～4 可见, 沙门氏菌阳性样

品数为28 , 占所检样品总数的15 .6 % 。其中,11 份阳性样品

来自超市,17 份阳性样品来自农贸市场 , 分别占各自抽样总

数的14 .1 % 和16 .7 % ; 来自省会城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阳

性样品数分别为10、10、8 , 分别占各自抽样总数的14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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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和13 .3 % 。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及上海5 省市沙门氏

菌检测阳性率分别为12 .5 % 、17 .5 % 、15 % 、17 .5 % 和15 % 。

  表2 各省市不合格样品、阳性样品的分布情况

采样

城市

采样

点数

猪肉样

品份数

不合格

样品数

检测结果阳性份数

大肠菌群 沙门氏菌

陕西省 省会城市  5 10   2 2 0
地级市 5 10 6 5 4
县级市 10 20 6 6 1

河南省 省会城市 5 10 4 3 2
地级市 5 10 4 4 1
县级市 10 20 9 7 4

江西省 省会城市 5 10 5 4 2
地级市 5 10 2 1 1
县级市 10 20 8 7 3

广东省 广州市 10 20 8 7 3
深圳市 10 20 9 6 4

上海市 10 20 10 8 3

  表3  各省市不合格样品、阳性样品在超市及

农贸市场的分布情况

样品来源 样品份数
不合格

样品数

检测结果阳性份数

大肠菌群 沙门氏菌
陕西省 超市 16   3   3 1

农贸市场 24 11 10 4
河南省 超市 16 7 5 3

农贸市场 24 10 9 4
江西省 超市 16 5 4 2

农贸市场 24 10 8 4
广东省 超市 20 8 6 3

农贸市场 20 10 7 4
上海市 超市 10 4 3 2

农贸市场 10 6 5 1

  表4 5 省市样品不合格情况及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阳性结果

采样

总数

不合

格数

不合格

率∥%

大肠菌群

阳性数阳性率∥%

沙门氏菌

阳性数 阳性率∥%
陕西省  40 14 35 .0  13 32 .5  5 12 .5
河南省 40 17 42 .5 14 35 .0 7 17 .5
江西省 40 15 37 .5 12 30 .0 6 15 .0
广东省 40 17 42 .5 13 32 .5 7 17 .5
上海市 20 10 50 .0 8 40 .0 3 15 .0
合 计 180 73 40 .6 60 33 .3 28 15 .6

  表5 超市及农贸市场的样品不合格情况

超市

抽样

总数

不合格

样品数

不合格

率∥%

农贸市场

抽样

总数

不合格

样品数

不合格

率∥%
陕西省 16  3 18 .75   24  11 45 .83
河南省 16 7 43 .75 24 10 41 .67
江西省 16 5 31 .25 24 10 41 .67
广东省 20 8 40 .00 20 10 50 .00
上海市 10 4 40 .00 10 6 60 .00
合 计 78 27 34 .62 102 47 46 .08

  表6 省会城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样品不合格情况

省会城市

抽样

总数

不合格

样品数

不合格

率∥%

地级市

抽样

总数

不合格

样品数

不合格

率∥%

县级市

抽样

总数

不合格

样品数

不合格

率∥%
陕西省 10  2  20 10 6 60 20 6 30
河南省 10 4 40 10 4 40 20 9 45
江西省 10 5 50 10 2 20 20 8 40
广东省 20 8 40 20 9 45 - - -
上海市 20 10 50 - - - - - -
合 计 70 29 41 .4 50 21 42 60 23 38 .3

2 .4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H7 检测结果 所有样品都未

检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 :H7 , 阳性率为0。

2 .5 样品不合格情况  检测结果如有1 项为阳性, 即判为

不合格。不合格样品数为73( 有15 份样品大肠菌群、沙门氏

菌均为阳性) , 样品总体不合格率为40 .56 % 。由表4 ～6 可

见, 超市 及农贸 市场 的样 品不合 格率 分别为 34 .6 % 和

46 .1 % ; 省会城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样品不合格率分别为

41 .4 % 、42 % 和38 .3 % ; 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及上海5 省市

样品不合格率分别为35 % 、42 .5 % 、37 .5 % 、42 .5 % 和50 % 。

3  讨论

3 .1  此次猪肉产品未受到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 :H7 的污

染 所检测的180 份样品中均未检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 :H7 ,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即我国猪肉产品中基本不存在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 :H7 的污染问题。

3 .2 猪肉产品加工、销售过程中肠道致病菌的污染较严重

 从检测结果看, 沙门氏菌的污染检出率达到15 .6 % ; 大肠

菌群的阳性率为33 .3 % ; 虽然所检样品菌落总数均符合国家

无公害猪肉标准, 但多数样品中仍有检出, 且部分样品检出

值接近限量标准。猪肉产品中肠道菌群的检出率如此之高 ,

说明我国猪肉产品在加工、销售过程中 , 肠道菌群的污染仍

然是影响其卫生质量安全较为严重的问题。

3 .3  经济发达地区在猪肉产品卫生质量安全控制方面并无

明显优势  在所抽查的5 个省市中, 陕西、河南、江西省的样

品不合格检出率分别为35 % 、42 .5 % 、37 .5 % ; 而经济较发达

的广东和上海的样品不合格率也高达42 .5 % 和50 % , 可见经

济发达地区在猪肉产品卫生质量安全控制方面并无明显优

势。这也可从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样品不合格率情

况反映出来, 省会城市的样品不合格率竟比县级市还高。

3 .4  销售环境差严重影响猪肉产品的卫生质量 所抽取的

180 份样品, 有78 份来自超市, 不合格样品检出份数为27 , 不

合格率34 .6 % ;102 份来自农贸市场 , 不合格样品检出份数为

47 , 不合格率46 .1 % 。农贸市场与超市相比, 环境卫生状况

更差一些 , 其样品不合格率比超市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可

见, 上市猪肉产品在销售环节所处环境的卫生状况是影响其

质量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销售台面污染、肉品储存冰箱污

染、操作( 销售) 人员携带病原菌等, 均易使肉品受到致病菌

的污染。

综上所述 , 有关部门应针对上述问题加强猪肉产品的卫

生监督管理 , 对养殖、加工、贮存、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采

取系统的控制措施,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能真正吃上放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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