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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3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

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相关规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决定立项并联合溧阳市市场综

合检验检测中心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快速检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于 2023 年 6 月 23 日，中国中

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了《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

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为响应市场需求，需要

制定完善的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技术规范，

对产品进行管理，满足市场质量提升需要。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是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撑，包括样品

制备在内，能够在短时间内出具检测结果的行为。通常认为，理化检

验方法一般在两个小时内能够出结果的即可视为快速方法；微生物检

验方法与常规方法相比，能够缩短 1/2 或 1/3 时间出具具有判断性意

义结果的方法即可视为快速方法；现场快速检测方法一般在 30min 内

能够出结果，如果能够在十几分钟内甚至几分钟内出具结果的即是较

好的方法。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经历了从 20世纪 80年代最早的纸片发展

到当今的便携式仪器，从简单的几个项目的检测发展到上百个项目的

检测，从初期的食物中毒突发现场处理到今天的全民食品安全预防食

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经历 5 个阶段的变革：快速检测试剂（包括试剂

盒和试纸）；快速检测箱（包括试剂盒、试纸及辅助工具）；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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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读数仪和辅助仪器）；怏速检测箱（包括试剂盒、试纸、辅助

工具、读数仪器及辅助仪器）；快速检测车。 

国内外食品安全中常用的快速检测技术有： 

——化学比色分析检测技术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常用的如纸片

法、试剂盒（卡）等方法，与一般的仪器分析方法相比，具有价格低、

操作相对简便、结果显示直观、一次性使用、不需检修维护、专一性

等优点，但方法灵敏度较低； 

——酶抑制技术测定样品和农药的种类有限，主要针对有机磷和

氨基甲酸酯，欧美将酶法作为普查农残和田间实地检测的基本手段，

但酶法的假阳性、假阴性率也较高； 

——免疫分析技术较好地测定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等几十种

农药，这也是国外发展的主流技术，特别是对于兽药残留的检测．所

用仪器和试剂盒（卡）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价格较高，而国产产品的

质量与价格都不具备明显优势，推广受到限制；用于毒素的测定，包

括侧流式免疫吸附法和 ELISA，后者是国外的主流技术，毒素的快速

检测技术在国内应用较少，非常有必要发展重要毒素的免疫分析技术。 

——生物化学快速检测技术 主要用于大肠菌群的检测，应用领

域涉及到鲜乳中菌落总数快速测定、畜禽产品大肠菌群快速测定技术

规范等致病微生物快速检测的主流技术大多为国外技术。 

——纳米技术：2003年以后才逐渐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应用，

但其发展迅速。纳米技术与生物学、免疫学等技术结合应用于食品快

速检测是研究趋势。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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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可以通过食品污染传播

给人类，特别是对于易受感染的人群（如老年人、孕妇、免疫系统受

损者）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威胁。快速检测可以帮助在食品流通环节

中及时发现李斯特氏菌的存在，采取相应的食品安全措施，防止食品

中毒事件的发生。 

——食品安全事件预防：李斯特氏菌爆发事件可能对食品行业和

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通过快速检测，可以在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

中及时发现潜在的李斯特氏菌污染源，并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防止

爆发事件的发生。 

——提高生产效率机安全：传统的李斯特氏菌检测方法通常需要

较长的时间，如培养方法需要数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结果。而快

速检测方法可以在几小时内提供结果，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快速反

应食品安全问题。 

——法规要求：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对于李斯特氏菌的食

品安全标准和法规要求。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可以帮助

食品生产者和供应商符合法规要求，确保食品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可以帮助及早发现潜在的污

染源，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障公众的健康和食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将对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技术

提出规范化的要求。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

速检测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

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的制定

原则，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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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快速检测的检测方法，明确了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方

向。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们基本国情，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熟

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技术规范》标准草案稿。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

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面

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和规范

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技术。起草组形成了

《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

稿）。 

5、专家审核 

拟定于 2023 年 8 月召开专家审查会，汇总意见并修改后发布。 

6、发布 

拟定于 2023 年 8 月发布标准并实施。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溧阳市市场综合检验检

测中心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3 年 7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

写工作。 

2、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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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GB 4789.3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27403—2008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食品分子生物学检

测 

GB/T 42233  快速检测  术语与定义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

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

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9 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GB/T 4223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第一法 环介导恒温核酸扩增法 

本章给出了环介导恒温核酸扩增法的原理、试剂与材料、仪器与

设备、检测程序、检测步骤、质量控制、结果判定与表述。 

5、第二法 PCR-试纸条法 

本章给出了 PCR-试纸条法的原理、引物与试剂、仪器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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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步骤、质量控制、结果判定与表述。 

6、检测过程中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 

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与人员安全，检测过程中防止交叉污染

的措施应按 GB/T 27403—2008 中附录 D 规定执行。 

附录 A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virR 基因特异序列 

给出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virR 基因特异序列，参考

DB64/T 1683-2019《肉与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和大肠埃

希氏菌 0157：H7 的快速检测方法》。 

附录 B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LAMP 检测试剂盒 

给出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LAMP 检测试剂盒相关要求，参

考 SN/T 5439.7-2022《出口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快速检测方法 PCR-

试纸条法 第 7 部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附录 C 靶基因序列 

给出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的基因扩增靶标参考序列，参考

SN/T 5439.7-2022《出口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快速检测方法 PCR-试

纸条法 第 7 部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不涉及。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保障熟肉制品是食品安全，提高检测效率，降低成本。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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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

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熟肉制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快速检测技术规范》起草组  

2023 年 07 月 0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