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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计15个4789系列标准变更 

概况：





特点是：没有任何变化，除了标点符号和公式的表达方式以外

特别需要注意：

1. 酸性样品（酸性饮料）

2. 高渗样品（酱腌菜、蜂蜜等）

3. 含有防腐剂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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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标准的缺陷：

1. 样品的制备

2. 对照

目前许多实验室使用食品中罕见的 Salmonella tranoroa 





Ø增加的内容：
Ø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Ø增加了血清学试验中H 抗原鉴定;
Ø增加了PCR确认试验;
Ø增加了附录A;

Ø修改的内容:
Ø修改了设备和材料;
Ø修改了培养基和试剂;
Ø修改了检验程序;
Ø修改了血清学试验中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所包括的O 抗原群;

Ø删除的内容:
Ø删除了肠毒素试验





！PCR 作为确证实验
12个PCR反应+空白对照+阴性对照+阳性对照















没有与其他标准整合
标准名称修改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肉毒梭菌及肉毒毒素检验”
增加了以下内容：
      PCR鉴定方法
      结果与报告;
      附录A;
修改了以下内容：
       设备和材料
       修改了培养基和试剂
       修改了检验程序
       规范了样品制备过程

       修改了操作步骤中增菌和分离培养部分试验方法。





该标准分为3个主要部分：

1.样品中肉毒毒素的检验

2. 肉毒梭菌的检验 根据PCR的结果将肉毒梭菌分为ABEF型

3.菌体培养后增菌液肉毒毒素的检验

5.2 肉毒毒素检测

       检出和确证实验需要进行动物实验，毒力测定和定型实验

是选做项目







本标准的变化：

1. 增加了“第二法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平板计数法”

2.  增加了“第三法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MPN 计数法”

3.  修改了范围

 第一法适用于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的定性检验

第二法适用于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含量较高的食品

第三法适用于目的菌含量较低(<100CFU/g)而杂菌含量较高的食品，特别是牛奶、水

以及含干扰菌落计数的颗粒物质的食品。

特点：在鉴定步骤 “或选择生化鉴定试剂盒或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等”



5.4.2 动力试验:挑取纯培养的单个可疑菌落穿刺半固体或SIM 

动力培养基,于25 ℃~30 ℃培养48h,李斯特氏菌有动力,在半固体

或SIM 培养基上方呈伞状生长,如伞状生长不明显,可继续培养

5d,再观察结果。

5.4.5 协同溶血试验cAMP(可选项目):

 注:5%~8%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在马红球菌一端有溶血

增强现象。





样品的稀释：可以使用缓冲蛋白胨水或无添加剂的LB肉汤样品的接种

样品接种：根据对样品污染状况的估计,选择2个~3个适宜连续稀释度的样品匀液

(液体样品可包括原液),

每个稀释度的样品匀液分别吸取1mL以0.3mL、0.3mL、0.4mL的接种量分别加入3块

李斯特氏菌显色平板,用无菌L 棒涂布整个平板,注意不要触及平板边缘。使用前,如

琼脂平板表面有水珠,可放在25℃~50℃的培养箱里干燥,直到平板表面的水珠消失。



7.4 典型菌落计数和确认

7.4.1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在李斯特氏菌显色平板上的菌落特征以产品说明为

准。

7.4.2 选择有典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菌落的平板,且同一稀释度3 个平板所有

菌落数合计在15CFU~150CFU 之间的平板,计数典型菌落数。

如果:

a) 只有一个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在15CFU~150CFU 之间且有典型菌落,计数该稀释

度平板上的典型菌落;

b) 所有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均小于15CFU 且有典型菌落,应计数最低稀释度平板上

的典型菌落;



c) 某一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大于150CFU 且有典型菌落,但下一稀释度平板上没有典

型菌落,应计数该稀释度平板上的典型菌落;

d) 所有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大于150CFU 且有典型菌落,应计数最高稀释度平板上的

典型菌落;

e) 所有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均不在15CFU~150CFU 之间且有典型菌落,其中一部分

小于15CFU 或大于150CFU时,应计数最接近15CFU或150CFU的稀释度平板上的典型

菌落。以上按式(1)计算。

f) 2个连续稀释度的平板菌落数均在15CFU~150CFU 之间,按式(2)计算。

7.4.3 从典型菌落中任选5个菌落(小于5个全选),分别按5.3、5.4进行鉴定





MPN法



MPN法





1.  增加了双歧杆菌的计数方法;

2.  增加了MRS培养基;

3.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4.  修改了附录B为可选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的鉴定及计数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双歧杆菌纯菌菌种的鉴定及计数。本标准适用于

食品中仅含有单一双歧杆菌的菌种鉴定。本标准适用于食品中

仅含有双歧杆菌属的计数,即食品中可包含一个或多个不同的

双歧杆菌菌种。

2012版标准只是适用于鉴定







没有对双歧杆菌的菌落形态进行描述



MRS平板





双歧杆菌计数



属于放线菌目、放线菌科

  形态很不一致的杆菌，0.5~1.3 μm×1.5~8μm，常呈弯、棒状和分支状。单生、

成对、V字排列，有时成链，细胞平行成栅栏状，或玫瑰花结状。偶尔呈膨大的

球杆状。革兰氏阳性，通常染色不规则。不运动，不产芽孢，抗酸染色阴性，厌

氧生长，少数几个种可在含10%CO2的空气中生长。pH低于4.5和高于8.5时不生长。

化能有机营养。发酵碳水化合物活跃，发酵产物主要是乙酸和乳酸，二者的摩尔

比是3∶ 2;不产生CO2。不产生丁酸和丙酸。接触酶阴性。通常要求多种维生素。

最适生长温度是37~41℃。分离于温血脊椎动物的肠道、昆虫和垃圾;被认为与人

的感染有关但通常认为其为非致病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