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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准的制定目的  

  致病菌是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能够引起人或动物疾病。

食品中的致病菌主要有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据统计，我国每年由食品中致病菌引起

的食源性疾病报告病例数约占全部报告的 40%至 50%。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食品、食

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

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目前，

我国涉及食品致病菌限量的现行食品标准共计 500 多项，标

准中致病菌指标的设置存在重复、交叉、矛盾或缺失等问题。  

  为控制食品中致病菌污染，预防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发

生，同时整合分散在不同食品标准中的致病菌限量规定，国

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牵头起草《食

品中致病菌限量》（GB29921-2013，以下简称 GB29921）。标

准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发布，自 2014年 7 月 1日正式实施。  

  GB29921 属于通用标准，适用于预包装食品。其他相关

规定与本标准不一致的，应当按照本标准执行。其他食品标

准中如有致病菌限量要求，应当引用本标准规定或者与本标



准保持一致。  

  二、标准的实施要求  

  GB29921实施日期（2014 年 7 月 1 日）前，允许并鼓励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本标准执行。在标准实施日期之后，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检验机构应按照本

标准执行。在实施日期前已生产的食品可在保质期内继续销

售。进口食品的标准执行时间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致病菌

检验应按照 GB29921 引用的检验方法执行。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食品生产经营规范标准

或采取相应控制措施，严格生产经营过程的微生物控制,确

保产品符合 GB29921 规定。  

国家卫生计生委将组织对 GB29921 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

根据评价情况适时修订完善标准。  

  三、标准的制定原则与制定过程  

  （一）以健康保护为目的。GB29921 制定目的是控制食

品中致病菌污染，预防食源性疾病。起草组分析我国 2005年

至 2011年食源性疾病发生原因，参照国际管理经验，对“致

病菌-食品”组合开展风险评估，根据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结

果，优先制定高危食品中的重要致病菌限量，降低高危致病

菌导致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二）以科学为依据。起草组在食品中致病菌风险监测

和风险评估基础上，综合分析相关致病菌或其代谢产物可能



造成的健康危害、原料中致病菌情况、食品加工、贮藏、销

售和消费等各环节致病菌变化情况，充分考虑各类食品的消

费人群和相关致病菌指标的应用成本/效益分析等因素，科

学设置致病菌限量指标。  

  （三）参考国外评估结果和标准，完善标准规定。GB29921

参考了相关国际组织致病菌风险评估结果和标准规定，包括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食品微生物标准的制定和应用原

则、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专

家委员会评估报告、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ICMSF）微

生物危害及其潜在风险分析及分级采样方案等。标准还借鉴

了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

地区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标准规定。  

  （四）广泛听取意见，做到公开透明。标准起草过程中

多次召开研讨会，听取相关部门、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企

业意见，两次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并向世贸组织成员通报，在分析反馈意见基础上，完善标准

文本，确保了标准制定过程公开、透明。  

  四、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  

  GB29921适用于预包装食品。GB29921规定了肉制品、水

产制品、即食蛋制品、粮食制品、即食豆类制品、巧克力类

及可可制品、即食果蔬制品、饮料、冷冻饮品、即食调味品、

坚果籽实制品等 11 类食品中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

性弧菌等 5种致病菌限量规定。  

  非预包装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应当严格生产经营过程卫

生管理，尽可能降低致病菌污染风险。  

  罐头食品应达到商业无菌要求，不适用于本标准。  

  五、标准适用的主要食品类别  

  （一）肉制品。GB29921 中的肉制品包括熟肉制品和即

食生肉制品。熟肉制品指以猪、牛、羊、鸡、兔、狗等畜、

禽肉为主要原料，经酱、卤、熏、烤、腌、蒸、煮等任何一

种或多种加工方法制成的直接可食的肉类加工制品。即食生

肉制品指以畜、禽等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或特殊工艺加工制

成的直接可食的生肉制品。  

  （二）水产制品。GB29921 中的水产制品包括熟制水产

品、即食生制水产品和即食藻类制品。熟制水产品指以鱼类、

甲壳类、贝类、软体类、棘皮类等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

经蒸、煮、烘烤、油炸等加热熟制过程制成的直接食用的水

产加工制品。即食生制水产品指食用前经洁净加工而不经过

加热或加热不彻底可直接食用的生制水产品，包括活、鲜、

冷冻鱼(鱼片)、虾、头足类及活蟹、活贝等，也包括以活泥

螺、活蟹、活贝、鱼籽等为原料，采用盐渍或糟、醉加工制

成的可直接食用的腌制水产品。即食藻类制品指以藻类为原

料,按照一定工艺加工制成的可直接食用的藻类制品，包括



经水煮、油炸或其他加工藻类。  

  （三）即食蛋制品。GB29921 中的即食蛋制品指以生鲜

禽蛋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直

接可食的再制蛋（不改变物理性状）及蛋制品（改变其物理

性状）。  

  （四）粮食制品。GB29921 中的粮食制品指以大米、小

麦、杂粮、块根植物、玉米等为主要原料或提取物，经加工

制成的、带或不带馅（料）的各种熟制制品，包括即食谷物

（麦片类）、方便面米制品、速冻面米食品（熟制）和焙烤

类食品。焙烤类食品指以粮食、油脂、食糖、蛋为主要原料，

添加适量的辅料，经配制、成型、熟制等工序制成的各种焙

烤类食品，包括糕点、蛋糕、片糕、饼干、面包等食品。  

  （五）即食豆类制品。GB29921 中的即食豆类制品包括

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即食发酵豆制品包括腐乳、豆

豉、纳豆和其他湿法生产的发酵豆制品。即食非发酵豆制品

包括豆浆、豆腐、豆腐干（含豆干再制品）、大豆蛋白类和

其他湿法生产的非发酵豆制品，也包括各种熟制豆制品。  

  （六）巧克力类及可可制品。GB29921 中的巧克力类及

可可制品包括巧克力类（包括巧克力及其制品、代可可脂巧

克力及其制品、相应的酱、馅）、可可制品（包括可可液块、

可可饼块、可可粉）。GB29921 未对作为原料的各种可可脂

进行致病菌限量规定。  



  （七）即食果蔬制品。GB29921 中的即食水果制品指以

水果为原料,按照一定工艺加工制成的即食水果制品，包括

冷冻水果、水果干类、醋/油或盐渍水果、果酱、果泥、蜜饯

凉果、水果甜品、发酵的水果制品及其他加工的即食鲜果制

品。即食蔬菜制品指以蔬菜为原料,按照一定工艺加工制成

的即食蔬菜制品，包括冷冻蔬菜、干制蔬菜、腌渍蔬菜、蔬

菜泥/酱（番茄沙司除外）、发酵蔬菜制品及其他加工的即食

新鲜蔬菜制品。  

  （八）饮料（包装饮用水、碳酸饮料除外）。GB29921 中

的饮料包括果蔬汁类、蛋白饮料类、水基调味饮料类、茶、

咖啡、植物饮料类、固体饮料类、其他饮料类等（不包括饮

用水和碳酸饮料）。  

  （九）冷冻饮品。GB29921 中的冷冻饮品包括冰淇淋类、

雪糕（泥）类和食用冰、冰棍类。冷冻饮品指以饮用水、食

糖、乳制品、水果制品、豆制品、食用油等为主要原料，添

加适量的辅料制成的冷冻固态饮品。  

  （十）即食调味品。GB29921 中的即食调味品包括酱油

（酿造酱油、配制酱油）、酱（酿造酱、配制酱）、即食复

合调味料(沙拉酱、肉汤、调味清汁及以动物性原料和蔬菜为

基料的即食酱类)及水产调味料（鱼露、蚝油、虾酱）等。

GB29921不对香辛料类调味品规定致病菌限量。  

  （十一）坚果籽实制品。GB29921 中的坚果籽实制品包



括坚果及籽类的泥（酱）以及腌制果仁类制品。  

  六、标准中的致病菌指标设置  

  （一）沙门氏菌。沙门氏菌是全球和我国细菌性食物中

毒的主要致病菌，各国普遍提出该致病菌限量要求。起草组

梳理我国现行食品标准中沙门氏菌规定，参考 CAC、ICMSF、

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香港、台湾等国

际组织、国家和地区的即食食品中沙门氏菌限量标准及规定，

按照二级采样方案对所有 11类食品设置沙门氏菌限量规定，

具体为 n=5，c=0，m=0（即在被检的 5 份样品中，不允许任

一样品检出沙门氏菌）。  

  （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

氏菌是重要的食源性致病菌。鉴于我国没有充足的临床数据

支持，根据我国风险监测结果，从保护公众健康角度出发，

参考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即食食品中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氏菌的风险评估报告和 CAC、欧盟、ICMSF 等国际组

织和地区即食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限量标准，按

二级采样方案设置了高风险的即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限量规定，具体为 n=5，c=0，m=0（即在被检的 5

份样品中，不允许任一样品检出单增李斯特菌）。  

  （三）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美国、日本等相关国家

曾发生牛肉和蔬菜引起的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食源性疾病。

我国虽无典型的预包装熟肉制品引发的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 食源性疾病，但为降低消费者健康风险，结合风险

监测和风险评估情况，按二级采样方案设置熟牛肉制品和生

食牛肉制品、生食果蔬制品中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 限量规

定，具体为 n=5，c=0，m=0（即在被检的 5 份样品中，不允

许任一样品检出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  

  （四）金黄色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国细菌性

食物中毒的主要致病菌之一，其致病力与该菌产生的金黄色

葡萄球菌肠毒素有关。根据风险监测和评估结果，参考 CAC、

ICMSF、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香港、台湾等国际组织、国家和

地区不同类别即食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限量标准，按三级

采样方案设置肉制品、水产制品、粮食制品、即食豆类制品、

即食果蔬制品、饮料、冷冻饮品及即食调味品等 8 类食品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限量，具体为 n=5，c=1，m=100CFU/g(mL)，

M=1000CFU/g(mL)，即食调味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限量为 n=5，

c=2，m=100CFU/g(mL)，M=10000CFU/g(mL)。  

  （五）副溶血性弧菌。副溶血性弧菌是我国沿海及部分

内地区域食物中毒的主要致病菌，主要污染水产制品或者交

叉污染肉制品等，其致病性与带菌量及是否携带致病基因密

切相关。起草组梳理现行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相关标准，

结合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结果，参考 ICMSF、欧盟、加拿大、

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香港等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的

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限量标准，按三级采样方案设置水产



制品、水产调味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限量，具体为 n=5，c=1，

m=100MPN/g(mL)，M=1000MPN/g(mL)。  

  七、其他问题  

  乳与乳制品、特殊膳食食品中的致病菌限量，按照现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执行。  

  由于蜂蜜、脂肪和油及乳化脂肪制品、果冻、糖果、食

用菌等食品或原料的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很低，参照 CAC、

ICMSF 等国际组织的制标原则，暂不设置上述食品的致病菌

限量。本标准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结果，

适时修订增加相关食品类别。  

  志贺氏菌污染通常是由于手被污染、食物被飞蝇污染、

饮用水处理不当或者下水道污水渗漏所致。根据我国志贺氏

菌食品安全事件情况，以及我国多年风险监测极少在加工食

品中检出志贺氏菌，参考 CAC、ICMSF、欧盟、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规定，本标准未

设置志贺氏菌限量规定。  

  八、国外标准情况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国际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

（CCFH）是制定和协调全球食品微生物标准的国际政府间技

术委员会，负责提出微生物风险评估的优先领域以及需要解

决的问题，制定并审议食品微生物风险管理措施等。1999年

CCFH 启动了重要“食品-病原”组合的风险管理模式，并加



速制定高危食品中的微生物限量标准。CAC 公布了《应用食

品卫生通则控制即食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的准

则》、《婴幼儿配方粉的卫生操作规范》，对即食食品中的

单增李斯特菌和婴儿配方粉（适用于 6个月以下婴儿的配方

粉）中的阪崎肠杆菌进行了限量规定。  

  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ICMSF）在食品微生物标准

的制定和应用原则（1995）以及国际贸易食品中微生物安全

标准采样方案（1996）中提出分级采样方案，被国际社会广

泛认可和采纳。ICMSF《食品中的微生物（第八卷）》对 18

类食品中的微生物危害及其潜在风险进行了系统分析，按照

食品类别及加工工艺特点提出了应该加以控制的主要致病

菌及其限量值。  

  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国家

和地区参照 CAC的标准制定原则，对即食食品和生食食品制

定了致病菌限量标准。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拿大等

国家和地区还针对食品中常见的微生物制定公布食品微生

物限量通用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