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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研究进展

刘林霞
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内蒙古 呼伦贝尔 021008

摘 要：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产生了变化，更多的美食加工制品逐渐丰富着我们的日常

生活。我们在享用这种风味食品的同时，更关心这种加工产品的安全问题。餐饮的检测是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关键控制

过程，是对群众餐饮健康的有力保证，关乎到人民大众的餐饮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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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日益关注卫生问

题，食品安全和民众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从而变成一

个关乎生活的重大问题。产品的检测是产品质检的重

要环节，也是判断产品是否安全的关键标准，其检验结

果能够体现产品的健康质量情况，为食品安全风险控制

奠定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卫生安全质

量，政府必须管理好食品微生物检测的每一环节，严格

规范食品微生物检测过程，严格遵循国家的有关检测规

范，严把食品微生物检测质量关，保证检测成果的准确

性，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而维护全国人民的身体健

康和人身安全。

1��食品微生物的基本概念

食品微生物学主要是指与食物相关的微生物学的统

称，一般可分成以下三大类:生产型食用微生物。如醋
酸杆菌，酵母菌等这些可以用来制造各种醋、啤酒、饮

料、面包、馒头和酱油等发酵食品的细菌。能造成食品

变坏的细菌。包括细菌、霉菌等微生物。食源性致病细

菌。包括肉毒杆菌、大肠杆菌等，可能会导致人、动植

物感染或因人食物中毒而导致动物感染的致病细菌[1]。

2��食品微生物检验检测环节

食用微生物学检验是科学文明的产物，现代社会对

食用微生物学的检验是相当信任的，食用微生物学的检

验一般分为以下几点:
2.1  对产品微生物的检测主要是对食品的生长条件进

行检测，如果食品的生长条件不能合格，那生产厂家也

就没能力开展肉制品的生产，对制作食物的环保监测主

要指对制作食物的场所的空气质量、场地墙壁以及制作

器具的清洁情况进行监测，食物的制作要想健康，首先

要达标的是食物制作器具和周边环境的健康水平;
2.2  产品微生物学检验的另一组成部分就是对生产的

食品进行检测，由于产品的微生物学检测的质量问题，

即使周围的产品都是可以达标，可是在制造的过程中仍

然会存在着安全风险，也是与产品的制造过程密切相

关，这一过程与产品自身的品质问题也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联，所以，必须重视。通过这些方式进行检验，能够

判断生产的食品有没有符合规范，要是不符合规范就不

可以使用，还可以降低人们的患病率，某些食物可能会

产生食物中毒的迹象，但是如果对这种成品或者零点五

成品的食物进行了微生物检验，就可以确保原材料或者

辅料的安全性，就会降低了食物中毒迹象的产生，还可

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是有利

的，但是中国还有不少的食物产品需要出口，而且一旦

中国出口的产品出现了食物中毒，这也会对与我国的友

好往来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必须对食品进行微生物检

验，以保证中国出口的食物产品没有影响人类的健康，

从而促进了各国间的政治合作与经贸发展。

3��食品微生物检验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

3.1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国家标准体

系，并且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和技术规范。同时，随着科

技的发展和应用，检验方法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改

良。传统的培养基培养法、滤膜法等方法虽然仍在使

用，但已经逐渐被现代化的快速检测方法所替代，如光

谱技术、基因检测技术、生物芯片技术、PCR技术等。除
了技术的提升外，食品微生物检验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和投入。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措施，加强了食品安全

的监管力度，同时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

从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到食品消费，都在关注食品的

质量和安全性，并加强了对食品质量的监管和检测。然

而，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食品检测标准

的制定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更加准确和全面地检验和评

估食品质量和安全性。其，食品微生物检验仍面临着复

杂、繁琐的样品处理、时间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等问

题。对于大规模的食品加工厂、快餐店等食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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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成本和检测周期可能是一大挑战[2]。

3.2  食品微生物检验面临的问题
3.2.1  技术水平不稳定尽管生物检测技术很有前途，

但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检测结果不稳

定的情况下，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因此，高水平的生物

学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创新对生物检测技术应用的推广和

发展十分关键。

3.2.2  高成本生物检测技术的应用需要进行大规模
实验和数据收集，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由于技术门槛

较高，从事生物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需要高素质的人

才，其研究费用也更加昂贵。此外，在实际生产中，生

物检测技术由于其他技术的训练成本较高，而且操作和

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这也制约了其应用的推广。

3.2.3  单一样本类型在生物检测技术应用过程中，多
数研究和实验都以单一样本类型为基础，这导致检测结

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存在问题。因此，提高生物检测技

术的适用范围，发展多样化的样品类型对于解决上述问

题是至关重要的。

3.2.4对精度和可靠性要求高生物检测技术在实际应
用中应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可靠性，可以准确检测到样品

中的目标物。然而，许多生物检测技术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还存在良好的精度和可靠性缺陷，这也给人类的健

康、环境和生物安全带来了威胁。

3.2.5  潜在安全风险生物检测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可
能存在一些不可预测的安全风险。例如，在新型食品检

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中，某些检测方法可能会被利用来

研究更多有害成分。因此，在实践生物检测技术时，应

对潜在安全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综上所述，生物检测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难题。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和科技的不断进步。随着技

术水平的进步，人们相信生物检测技术的应用前景也会

越来越广阔，成为我们提高生活质量和保护健康安全的

可靠工具和方法[3]。

4��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的应用进展

4.1  PCR技术
PCR是一项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不断重复检测

DNA或RNA中的某些片断，以便于从大量样本中迅速测
定出微量的物质。在农产品的微生物学检测领域，PCR技
术已应用于快速检验食物中是否具有病原菌以及食用腐

败细菌等。

PCR技术适用于任何类型的食品样品，包括新鲜食
品、加工食品、罐头食品、乳制品、肉制品、饮料、水

果和蔬菜等。其优点是操作简便、敏感度高、特异性

好、快速可靠。PCR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的关键步骤包括
样品制备、DNA提取、PCR扩增和结果分析。
样品制备是关键的第一步。食品样品可能存在的

DNA通常只占总质量的一小部分，因此必须使用适当的
方法将其浓缩。样品制备的主要步骤包括预处理、裂解

细胞膜并提取DNA。预处理是为了去除可能影响PCR结
果的杂质和抑制物质。裂解细胞膜并提取DNA是为了从
样品中取出目标DNA以用于PCR扩增。

DNA提取步骤需要使用一些化学试剂来溶解、裂解
和去除样品中的细胞质、脂质和蛋白质等通常存在的有

机物。目前，基于硅胶固相萃取技术的DNA提取方法已
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微生物检验领域。

PCR扩增步骤是将提取到的目标DNA片段按一定条
件，在PCR反应体系中进行扩增。PCR反应的基本原理是
将DNA双链解开成单链，使用引物（即专门设计的寡核
苷酸序列）将两条基因组DNA中目标片段的两端计划性
地引向该位点的复制。在PCR扩增前，必须确定适合该谱
系的适当引物，只有适合的引物才能较好的对目标片段

进行扩增，确保PCR反应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准确性。
PCR扩增时，还需要设置适当的模板DNA数量、引物浓
度、温度和反应时间等，以获得最佳扩增效果。

结果分析是PCR检测的最后一步。PCR检测结果通常
可以通过等电聚焦、凝胶电泳、破碎染色、荧光染色等

技术进行直接观察。此外，还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解析

PCR扩增产物，包括探针杂交、荧光探针PCR技术、酶标
记技术等。利用这些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到食品样

品中微生物DNA的存在，并确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信度。

总之，PCR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是一种敏感、快速且
特异的检测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行业。它有助于

实时监测食品安全，提高食品质量和保障公众健康[4]。

4.2  DNA芯片技术
DNA芯片是一种基于杂交原理实现的高通量生物芯

片，通过固相杂交的方法，可以同时检测多个目标DNA
的存在与否。在食品微生物检验中，DNA芯片技术可以
用来快速准确地鉴定食品中的各类细菌、病毒真菌等微

生物是否存在，从而确保食品的安全和卫生。DNA芯片
技术的原理是将经过特异性识别的探针序列固定到芯片

表面的特定区域上，样品中的DNA与探针序列特异性杂
交，留下的目标DNA序列被检测，获得目标物的分子信
息。相对于PCR技术，DNA芯片具有同时检测多个目标
的优势，可以实现高通量的检测，从而提高了检测效率

和准确度。在食品微生物检验方面，DNA芯片技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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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检测手段。例如，可以将DNA芯片上
的多个探针序列设计成鉴定某些食品细菌或病毒的指纹

分析，通过比对样品中的目标DNA序列与指纹库中的序
列，即可得知样品中是否存在特定微生物，从而进行精

准的鉴定和定量分析。此外，DNA芯片技术还可以结合
微流控芯片技术，实现快速检测食品中的微生物。微流

控芯片是一种利用微型通道技术实现样品自动加样、混

合、分离、检测等处理过程的芯片。DNA芯片与微流控
芯片相结合后，可以实现样品自动加样和混合，快速高

效地完成微生物检测过程，进一步提高了检测效率和准

确度。总之，DNA芯片是一种高效、精准、高通量的食品
微生物检测技术，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了新的检测手段。

4.3  抗体检测技术
抗体检测是一种常用于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技术。该

技术基于免疫学原理，利用生物学材料（如血清中的抗

体）对微生物进行检测和定量分析。抗体检测技术具有

检测速度快、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优点。在食品微生

物检验中，抗体检测技术可以用来检测各种细菌、病毒

和真菌的存在，如沙门氏菌、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霉

菌等。抗体检测技术的操作流程包括样品制备、抗原检

测、抗体检测等步骤。一般来说，食品样品需要经过预

处理，以增强抗体与微生物之间的作用；然后将该样品

与相应的抗体结合，在酶联免疫吸附检测（ELISA）等检
测方法中，将样品与含有特定抗体的酶连接测定试剂相

混合，进而进行特异性识别和定量检测。抗体检测技术

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依赖于提前知道需要寻找什么的特定

抗体，因此它并不能发现未知的、不存在的病原体，同

时它也无法区分病原体是活体还是死亡的。此外，不同

菌株之间的抗体交叉反应性，也可能导致检测结果的偏

离；检测结果必须在检测前选择并掌握合适的抗体，否

则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和灵敏度。总体来说，抗体检测

技术在食品微生物检验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广泛的应

用前景，但其结果需要配合其他检测手段，以达到更高

效、更准确的检测结果[5]。

4.4  生物传感器技术
生物传感器是一种能够检测生物分子的小型化学传

感器，具有高灵敏度、高选择性和实时监测等优点。在

食品质量和安全领域，生物传感器可以用于检测食品中

的微生物，如大肠菌、沙门氏菌和霉菌等。生物传感器

的原理是利用生物分子（如抗体、酶等）与待检测分子

（如微生物）结合所产生的生化反应来检测待测物的存

在或浓度。常用的生物传感器包括光学传感器、电化学

传感器和荧光传感器等。在食品微生物检测中，常见的

生物传感器是基于光学原理的光学生物传感器。利用光

学传感器对微生物进行检测的方法包括反射式光谱法、

散射式光谱法和荧光法等。具体实施时，待测样品中的

微生物与传感器表面上的特定抗体结合，引起光信号的

反射率发生变化，从而检测到微生物的存在。生物传感

器检测食品微生物的优点是快速、灵敏、选择性高，可

以进行实时监测，并且对于不同生物质的识别能力较

强。此外，与传统的食品微生物检测方法相比，该技术

操作简单、成本较低、分析时间短。�

结语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关注的日益增长，对食品

微生物的检验要求和检测质量的需求也在随之提高，这

就需要检查人员要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立场，并对其

所检验的食品微生物的内容有着全面细致的了解，科学

合理的使用适当的检测技术，在检验过程中坚守职业道

德，严格按照规范操作，注重细节，确保检验数据的准

确性，为食品卫生和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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