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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项简介 

由微生物引起食源性疾病仍是世界食品安全中的最突出问题。因此食品微

生物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尤为重要。由于微生物的特殊性，即微生物是活的，保

存条件要求比较高，含量易发生变化，运输困难等，上述特点造成了微生物检

测的不确定性，实验室间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为了提升检测机构的相关检测能

力，为实验室提供有力的质量控制手段，本项目研发了多种微生物能力评价样

品（包括能力验证样品和标准样品等），构建了微生物检测能力评价体系，取得

以下主要成果： 

1. 主要技术内容、指标和创新点： 

1.1 建立了食品中菌落总数等 4 种微生物评价样品的制备方法 

本项目创新建立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样品

制备方法；筛选得到了具有良好活性和稳定性的微生物菌株；筛选得到了具有

良好均匀性和稳定性的样品基体；成功研发了对微生物具有良好保护作用和提

升存活率的冻干工艺参数。避免了运输过程对样品造成的影响。 

1.2 研发了 4 种食品微生物能力验证样品 

研制了食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定性）

检测能力验证样品，实现常温运输，解决了以往低温运输不便、成本高等问题，

更接近于现阶段相关检测机构实际水平，评价更科学。 

1.3 研发了 4 种食品微生物标准样品，其中包括 3 种国家标准样品 

研制了 4 中微生物标准样品，包括：食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

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定性）检测标准样品，其中三种（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沙门氏菌）为国家标准样品，计数结果的不确定度显著提高，特性量值范围更

准确，实现常温运输，有效期最长可达 4 年。 

1.4 构建了食品微生物能力评价体系，组织实施实验室能力考核 

研制的能力验证样品成功开展了 280 余项实验室能力考核，参加机构包括

全国范围内的质量监督系统、疾控系统、第三方检测机构、相关生产企业和部

分国外检测机构，参加实验室达到 1820 家次。 

2. 授权知识产权情况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 2 篇。 

3. 推广应用及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研究成果在共计 1800 家以上的相关检测机构得到推广应用，主要包括：海

关系统、疾控系统、质监系统实验室、第三方检测机构和相关生产企业等，保

障了食品安全卫生，有效的促进了质量改进好提升，全面提高了相关检测机构

的整体检测能力和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社会效益；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473.69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