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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中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污染与家庭厨房 

食物安全现状分析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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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食用农产品中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STEC)来源与传播途径分析，阐述了 STEC污染与家庭 
厨房食物安全之间的关系，并对当前世界各国食品中STE C的监管情况进行阐述，从而提出我国控制食用农产品中 
STEC进入家庭厨房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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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ources and transmission routes of Shiga toxin-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 STEC ) in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analy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Ccontamination and food safety in home kitchen is discussed. The 
current supervision of STEC in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ound the world is introduced. The solution and suggestion for
the control of STEC in the home kitchen of China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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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志 贺 毒 素 大 肠 埃 希 菌 （Shiga toxin-producing 
E. c o l，STEC) 是一类能产生一种或一种以上志贺 
毒 素 大 肠 埃 希 菌 的 总 称 ，因 其 能 引 起 Vero细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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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也 被 称 为 产 V e r o 毒 素 大 肠 埃 希 菌  
( Verocytotoxigenic E. c o li， VTEC ) (1-]。STEC 常以 

食品为载体引起社区人群感染，常见的感染症状为 
腹 泻 、血 便 、溶 血 性 贫 血 和 血 小 板 减 少 等 ，严重时可 
出 现 出 血 性 结 肠 炎 （HC) 、溶 血 性 尿 毒 综 合 征  
( HUS)、急 性 肾 功 能 衰 竭 和 死 亡 ，5 岁 以 下 幼 儿 、老 

年 人 、器 官 移 植 患 者 、肿 瘤 患 者 等 免 疫 力 低 下 人 群  
为 该 菌 的 易 感 人 群 (3)。 自 美 国 1982年 首 次 报 道  
O157 :H7型 STEC引起食物中毒并导致多例HUS以 

来 (4.5)，由 该 菌 引 起 的 食 物 中 毒 散 发 和 大 规 模 暴 发  
事 件 在 世 界 范 围 广 泛 出 现 (6)。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WHO)报 告 ，STEC每 年 可 导 致 200多 万 人 患 病 ， 
2 0 0 多 人 死 亡 ，近 1 . 3 万 个 伤 残 调 整 寿 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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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Ys)(7] 。随着研究和监测工作的深入，非 0157 占 总 STEC感 染 的 3 0 [ 〜5 0 [ (9] 。STEC感染引发的
型 STEC引 起 的 感 染 在 近 年 也 引 起 广 泛 重 视 (8] ，如 全球疾病负担的总结概括见表1。
026 '  0111'  0103 '  0145 和 0104 :H4 型 STEC 等 ，可

表 1 STEC感染的全球疾病负担评估(10]
Table 1 Assessment of global diseases burden of Shiga toxin-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infection

评估用国家 
亚区分组

国家组的 
人口

评估负担

病例数 每10万人
年发病率/% HUS病例数 急性肾衰竭 

病例数 死亡病例数

非洲 
美洲
地中海地区 
欧洲 
东南亚
西太平洋地区

755 424 976
884 408 678 
529 821 657
885 342 838 

1 696 547 103 
1 750 811 276

10 200 
519 100 
808 300 
211 500 

1 124 500 
126 000

1. 4 
58.7 

152. 6 
23.9 
66.3 
7.2

10 
1 480 

220 
670 

1 220 
280

0
105
15
50
85
20

0
85
20
45
75
15

全球总计 502 356 528 2 799 600 43.1 880 275 240
注：分组详见 http ://www.who.int/quantifying_ehimpacts/global/ebdcountgroup/en/

STEC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感染人体（图 1 ) ，其中 
食品污染引发的病例约占5 0 [ ( 11-12]。对 STEC引起 
的 散 发 和 暴 发 事 件 调 查 研 究 发 现 ，牛 肉 、果蔬和乳 
制 品 等 直 接 进 入 家 庭 厨 房 的 食 用 农 产 品 是 导 致  
STEC食源性疾病的主要载体(13] 。鉴于家庭厨房是 

即 食 食 物 的 主 要 加 工 场 所 ，牛 肉 、果 蔬 等 食 用 农 产  
品是家庭厨房的主要消费对象，本文通过对食用农 
产 品 中 STEC来源与传播途径分析，探 讨 STEC相关 

家庭厨房食物安全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国食用农产 
品 中 STEC限 量 和 监 管 政 策 ，进而提出适合我国国 
情的家庭 厨 房 食 物 STEC污染的风险控制措施。

图 1 人体感染STEC途径(13]
Figure 1 Routes of human STEC exposure

1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的来源与传播方式
随着全球检测研究的深入开展，从 牛 、羊 、猪等 

数 十 种 动 物 来 源 样 品 中 均 有 STEC检 出 报 道 (14]，其 
中反刍类动物，如 牛 、羊 等 是 STEC最主要健康携带 
者 ，猪 及 其他动物也会携带STEC( 15] 。调 查 显 示 ，管 
理不善的养牛场中个体阳性率可高达8 0 [ ( 16] ，携带 
STEC的 动 物 在 养 殖 、屠 宰 过 程 中 ，会 因 粪 便 污 染 、 
肠道破裂等途径，导 致 STEC污 染 肉 类 （牛 肉 、羊 肉 、

猪 肉 及鸭肉等）、乳 及 乳 制 品 等 动 物 源 性 食 用 农 产  
品 ，从 而 通 过 零 售 环 节 进 入 家 庭 厨 房 ，造成家庭厨 
房食物安全风险。通 过 对 零 售 环 节 牛 肉 中 STEC污 
染监测发现，零 售 牛 肉 馅 STEC阳性率在不同国家 
和 地 区 间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介 于 0. 4 3 [ 〜50[ 之  
间(17-19]。全 球 已 经 报 道 了 多 起 由 STEC污染食用农 
产品引起的暴发事件(13] 。这 些暴 发 事 件 中 ，多是由 
于对人类强致病力的STEC污染食用农产品进入家 
庭 厨 房 后 ，因 加 工 不 当 或 交 叉 污 染 其 他 即 食 食 品 ， 
从而造成家庭成员感染(20] 。1998一2017年 间 27个 
国 家 的 STEC疫情监测数据显示，牛 肉 是 STEC最常 
见 感染来源，占 比 1 6 [ ，乳 制 品 占 比 6[ (7]。

养 殖 动 物 体 内 的 STEC还会通过粪便污染周边 
环 境 。当 处 理 不 当 的 动 物 粪 便 作 为 肥 料 使 用 等 方  
式 进入环境后，动 物 粪 便 或 土 壤 中 的 STEC会直接 
污染或通过灌溉、淋洗用水等间接污染果蔬类植物 
源性食用农产品(21—22]，进而通过零售环节进入家庭 
厨 房 ，造 成 家 庭 厨 房 食 物 安 全 风 险 。STEC疫情监 
测 数据显示，果 蔬 是 仅 次 于 牛 肉 的 第 二 大 STEC感 
染 来 源 ，占 比 15[ (7]，其中也不乏大 规 模 的 暴 发 事  
件 。2011年 ，由 0104 :H4型 STEC污染芽菜在德国 
引 发 了 世 界 范 围 最 大 一 次 非 0157型 STEC的中毒 
暴 发 ，感 染 人 数 共 计 3 816人 ，其 中 845人 （22[)发  
展 为 HUS，高 达 54人 死 亡 (23] 。2018年 ，美 国 3 7 个 
州 发 生 了 一 起 因 0157型 STEC污染灌溉水引发的 
长叶莴苣中毒暴发事件，此 次 事 件 造 成 240例 感 染 ， 
104人 住 院 ，2 8 人 出 现 HUS，5 人 死 亡 (24] ，由 STEC 

污染食用农产品导致多起暴发事件见表2。
动物和植物源性食用农产品中STEC污染引起 

的感染或暴发与食堂、饭店等传统食物中毒暴发具 
有不同特征。食 用 农 产 品 为 载 体 引 发 的 STEC感染 
中 ，STEC污染 的 食 用 农 产 品 是 必 要 条 件 ，这些食用

http://www.who.int/quantifying_ehimpacts/global/ebdcountgrou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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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TEC污染食用农产品引起的暴发事件
Table 2 Outbreaks caused by STEC contaminated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引起暴发 
STEC菌株 国家 食品来源 暴发年份 感染人数 住院人数 HUS人数 死亡人数 参考文献

O104 型 德国 豆芽 2011 3 816 一 845 54 (23 ]
O157 型 加拿大 猪肉 2011 29 7 0 0 (25 ]
O26型 美国 生苜蓿芽 2012 29 7 0 0 (26 ]
O121 型 美国 生苜蓿芽 2014 19 8 0 0 (27 ]
O26 型 罗马尼亚 生牛乳 2016 15 15 10 0 (28 ]
O157 型 美国 绿叶蔬菜 2017 25 9 2 1 (29 ]
O103 型 德国 生牛乳 2017 12 0 0 0 (24 ]
O157 型 德国 肉末"牛肉和猪肉） 2017 30 一 10 1 (30 ]
O157 型 美国 长叶莴苣菜 2018 240 104 28 5 (24 ]
O26 型 美国 牛肉焰 2018 18 6 1 1 (31 ]
O103 型 美国 牛肉焰 2019 209 29 2 0 (32]
O26 型 法国 生牛乳 2019 16 16 12 0 (33 ]
注：一为未给出具体数值

农产品进入家庭厨房后，还需要结合食物加工过程 
中存在于家庭厨房中的一些风险因素，如食物加工 
处理不当、储 存 不 当 、交 叉 污 染 和 易 感 人 群 等 ，见 
图 2。 这些风险因素在不同家庭厨房出现的随机性 
造 成 STEC污染食用农产品引发的个体感染也出现 

了一定的随机性，形成了社区多点散发组成的大范 
围食物中毒暴发的感染模式，所有家庭感染病例都 
具有一个统一特征：与 STEC污 染 食用农产品相关。 

2015— 2016年 ，发生在美国的一起由O121和 O26型 
STEC污 染 面 粉 引 起 的 食 物 中 毒 暴 发 事 件 ，波及 
24个 州 ，共 计 64人 发 病，患者直接使用某公司生产

的 STEC污染面粉和面或食用了用该面粉制作的食 
物 (34)。 该 公 司 生 产 的 STEC污染面粉在全美国销 
售 ，但 由 于 面 粉 是 食 用 农 产 品，其 引 发 感 染 的 过 程  
中需要结合其他风险因素才能进入即食食品，这一 
过程大大降低了面粉接触人群的发病比例，这也是 
该产品虽然消费广泛，但 病 例 数 不 多 的 原 因。 在整 
个暴发事 件 中，并 非 每 一 个 消 费 STEC污染面粉品 
的家庭都会出现病例，但所有出现病例的家庭均消 
费了 STEC污染的面粉。 这 也 给 STEC暴发的识别、 

溯源提出高难度的挑战，解决这一难题依赖于健全 
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溯源网络。

图2 STEC引发厨房食源性感染示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kitchen foodborne STEC infections

2 家 庭 厨 房 中 STEC感染风险分析
家 庭 厨 房 卫 生 条 件 因 经 济 收 入、居 住 面 积 、文 

化水平、饮食习惯、地 域 、家庭人口数量等因素不同 
而千差万别(35] ，即 使 在 宽 敞、卫生条件良好的家庭 
厨 房 中，也会由于家庭成员微生物知识和必要防护 
设 备 的匮乏，造 成 STEC污 染 食 用 农 产 品 一 旦 进 入  

家庭厨房，即可通过淋洗、切 割 、储存等方式交叉污 
染其他即食食品，进而对易感人群的生命健康造成

巨大威胁。 据 全 球 食 源 性 疾 病 调 查 显 示，一半以上 
食源性疾病在家庭发生(36] ，这一过程通常涉及以食 
用 农 产 品 为 主 的 STEC污 染 来 源、食物加工过程的 
风险因素及即食食品三个环节。

鉴 于 使 用 食 用 农 产 品 加 工 即 食 食 品 是 每 个 家  
庭厨房的主要功能，而厨房即食食品加工过程的确 
存在安全风险，对于如何有效降低家庭厨房食源性 
STEC感染风险应给予更多关注。 由于家庭厨房多 

样 性、私 密 性 等 特 点，厨 房 内 部 的 食 品 安 全 风 险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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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长期、持续食品微生物知识普及逐步得到改 
善 。而直接针对感染必要条件 " STEC污 染 来 源 ）进 
行 控 制 ，是 最 为 行 之 有 效 的 方 法 ，这 也 是 国 际 组 织 、 
各 国 监 管 部 门 在 积 极 制 定 生 产 规 范 和 严 格 限 量 标  
准 ，监 控 动 植 物 源 性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污染风险 
的主要原因。

3 国际组织 '  各 国 对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污染的
im.i控

鉴 于 STEC污 染 食 用 农 产 品 给 家 庭 厨 房 带 来  
的 具 体 食 物 安 全 风 险 ，国 际 组 织 和 发 达 国 家 均 开  
始 通 过 良 好 生 产 规 范 、限 量 标 准 的 制 定 和 执 行 ，督 
促 食 用 农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推 进 良 好 生 产 工 艺 ，最大 
限 度 降 低 STEC污 染 食 用 农 产 品 进 人 家 庭 厨 房 的  
机 率 ，表 3 列 举 了 各 个 国 家 对 食 品 中 STEC污染控 
制 规 范 。1998年 ，美 国 农 业 部 " USDA-FSIS) 规 定 ，

进 人 美 国 市 场 的 生 牛 肉 " non-intact raw beef 
products)中 ，大 肠 埃 希 菌 0157 :H7不 得 检 出 " zero 
tolerance policy ) ，到 2 01 2 年 ，限 量 规 定 增 加 了  
026、 045、 0103、 0111、 0121 和 0145 型 
STEC[3738)。 自 2011 年德国 0104 ： H4 型 STEC 污 
染 芽 菜 引 起 暴 发 事 件 后 ，2013年 欧 盟 对 芽 菜 中  
0157、026、0103、0111、0145 和 0104 :H4型 STEC 

制 定 了 严 格 的 限 量 标 准 ，同 时 对 牛 肉 和 乳 制 品 也  
加 大 了 检 测 力 度 ，并 召 回 了 大 量 污 染 食 品 [39)。 日 
本 则 对 所 有 进 口 牛 肉 、马 肉 做 出 0157、026、0103、 
0104、0111、0121和 0145等 血 清 型 STEC零检出 
的 要求[4。]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IS0 ) 也要求对食品 
中 0157、0111、026、0103 和 0145 等血清型 STEC 

进 行 重 点 检 测 [41)。通 过 上 述 规 范 、限量政策的出 
台 和 实 施 ，STEC污 染 防 控 在 许 多 国 家 都 取 得 了 良  
好 效 果 [42)。

Table
表 3 各国对食品中STEC污染控制规范与限量

Regulations and limits of STEC in food produc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国家或 标准名称 食品 类型 检测S T E C 血清型 限量标准
组织 采样方案 限量规定

欧盟[39) E U  N o .2 0 7 3 /2 0 1 3 芽菜 0 1 5 7 、0 2 6 、0 1 1 1 、0 1 0 3 、 

0 1 4 5  和 0 1 0 4  :H 4 型 STEC
' 一 5 ， c 一0 不得检出/ 25 g

美国[37)
FSIS  D ire c tive  1 0， 

010 . 1 ，R ev. 4
生牛肉 0 1 5 7 ：H 7 、0 2 6 、0 4 5 、0 1 0 3 、 

0 1 1 1 、0 1 2 1 、0 1 4 5  型 STEC
— 不得检出/ 3 2 5  g

澳新[43)
C om pendium  o f M ic ro b io lo g ica l 

C rite r ia  fo r  Food
即食食品 所有型别STEC ' 一 5 ， c 一0 不得检出 /2 5  g

韩国[44) Food C ode"  N o .2 0 1 9 -5 7 )
肉馅及其制品、未经高温消毒 

的乳品、鲜切产品 所有型别STEC n  一 5 ， c 一0 不得检出 /2 5  g

香港食品微生物限量指引 即食食品 所有型别STEC ' 一 5 ， c 一0 不得检出 /2 5  g

中国[45-46]
GB  2 9 9 2 1 — 2013

预包装熟制牛肉制品、预包装即食 
生牛肉制品和预包装生食果蔬制品 0 1 5 7  型 STEC n  一 5 ， c 一0 不得检出 /2 5  g

注:一为未给出具体采样方案

4 我 国 STEC引发家庭厨房食物安全问题及控制 

措施分析

目前，我 国 社 会 各 界 对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污 

染 危 害 存 在 一 个 很 大 的 认 知 误 区 ：熟 制 后 ，食用农 
产 品 中 污 染 的 STEC会 被 杀 死 ，风险会得到有效控 

制 。这 一 认 知 误 区 中 忽 略 了 普 遍 存 在 于 家 庭 厨 房  
的 6 个 特 定 危 险 因 素 ：（1) 食用 农 产 品 是 家 庭 厨 房  

的主要食物原料；（2 ) 家 庭 厨 房 缺 乏 必 要 的 致 病 微  

生物防护设备& ( 3 ) 家 庭 厨 房 操 作 人 员 缺 乏 致 病 微  

生物防控知识& ( 4 ) 生 鲜 果 蔬 类 食 用 农 产 品 在 家 庭  

餐桌越 来 越 普 遍 & ( 5 ) 家庭的即 食 食 品 多 来 自 家 庭  

厨 房 & ( 6 ) 家 庭 存 在 大 量 易 感 人 群 。这些风险因素 

可 随 时 导 致 家 庭 餐 桌 上 的 即 食 食 品 被 STEC污 染 ， 

进而 引 发 食 物 中 毒 。但 由 于 食 用 农 产 品 引 起 的 食  
物中 毒 特 征 是 社 区 多 点 散 发 组 成 的 大 范 围 食 物 中

毒 暴 发 ，一 旦 发 生 ，消 费 者 自 己 往 往 作 为 散 发 中 毒  

事件的处理者，而我国又缺乏成熟的食源性致病微 

生 物 溯 源 网 络 ，不 能 将 中 毒 病 例 溯 源 至 某 一 特 定  
STEC污 染 的 食 用 农 产 品 ，致 使 该 类 食 物 中 毒 在 我  

国至今未被有效识别和关注。

我国在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食品监管和食品 

生产等多个层面，对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污染及其 

危害控制存在严重不足。我 国 GB 29921—2013《食 

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致病菌限量》[46)中 ，仅针对 

预包装熟制牛肉制品、预包装即食生牛肉制品和预 
包 装 生 食 果 蔬 制 品 中 0157型 STEC进行了限量规 
定 （' = 5 ，c = 0 ，% = 0 ) ，对 其 他 型 别 STEC未制定限 

量标准。在 动 物 源 性 食 用 农 产 品 相 关 的 限 量 标 准  
GB 2707—2016《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鲜 （冻 ）畜 、禽 

产品》[47)和 GB 2079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肉 

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48)中 ，未对致病微生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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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何限量要求。针 对 安 全 风 险 相 对 较 低 的 农 兽  

药残留指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中却制定了极为详 

尽的限量标准(49'50] ，这些标准的执行往往依赖于动 

辄 数 百 万 一 台 的 进 口 高 端 仪 器 设 备 (51_52] 。众所周 

知 ，农兽药残留的控制主要依赖于良好种养殖规范 

的制定和落实，其监测的目的是评价种养殖规范的 

落实情况，进 人 加 工 ’ 流 通 环 节 后 该 指 标 处 于 衰 减  

状 态 。在 监 管 层 面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关 于 公 开 征 求  
2020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意见的公告》给出的 

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 ' 项 目 表 (53] 中 ，仅对食用农产 

品中诸多理化指标（如 农 兽 药 ’ 重 金 属 残 留 等 ）进行 

了检测，而 对 家 庭 厨 房 食 物 安 全 造 成 巨 大 威 胁 ’ 关 

乎百姓健康的致病微生物只字未提，由此可见致病 

微生 物 污 染 的 监 管 防 控 未 能 得 到 与 理 化 指 标 相 当  

的重视度和关注度。公 告 所 检 测 的 诸 多 食 用 农 产  

品 化 学 指 标 与 我 国 食 源 性 疾 病 发 生 率 很 难 形 成 直  
接 关 联 ，而食品监督抽检目的更应该是降低我国食 
源性疾病的发生率。

我 国 目 前 仅 针 对 食 品 中 O157型 STEC建立了 

标 准 检 验 方 法 ，该 方 法 针 对 食 用 农 产 品 检 验 在 取  

样 、前处理等方面存在适用性问题。笼 统 取 2 5 ; 食 

品进行检验，对 肉 类 、果 蔬 等 食 用 农 产 品 不 具 有 可  
操作性。由 于 缺 乏 非 O157型 STEC的标准检验方 

法 和 O157型 STEC方 法 在 食 用农产品中的适用性 

问题，致 使 全 国 性 相 关 监 测 、风 险 评 估 工 作 难 以 开  

展 。截 至 目 前 ，我 国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均 是 针 对  
STE C 污 染 低 风 险 的 预 包 装 食 品 开 展 食 品 抽 检 工  

作 ，多 年 的 抽 检 工 作 中 ，鲜 有 STEC检 出 ，而针对致 

病微生物污染风险高的食用农产品或散装食品，却 

因 缺 乏 相 关 限 量 标 准 ，并 未 开 展 STEC抽 检 工  

作 (54] ，导致有效、规 范 的 STEC污 染 监 测 数 据 缺 乏 。 

从零散的科研型检验数据可以看出，由于缺乏规范 

的致病微生物控制，我国动物和植物源性食用农产 
品中 致病 微生 物 处 于 高 水 平 污 染 状 态 。 如 对 我 国 

零售猪肉、牛肉、羊 肉 、鸭肉等动物源性食用农产品 
展 开 的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研 究 显 示 ，STEC 阳 性率 在
2. 9% ~ 55. 6%之 间 ，且存在对人类具有高致病性的 

STEC菌株(55] 。此 外 ，市场上还 存 在 大 量 可 生 食 果  

蔬 类 植 物 源 性 食 用 农 产 品 ，如 西 红 柿 、生 菜 、黄 瓜 、 

苦苣、香菜、苹果、梨 等 ，这 些 果 蔬 进 人 家 庭 后 ，通常 

仅经过简单的清洗就被直接食用，而这些果蔬在生 

长过程中，可 以 通 过 灌 溉 水 、土 壤 等 被 STEC污 染 ， 

从而对家庭成员造成健康风险。例 如 ，2019年美国

2 7 个 州 发 现 一 起 由 O157型 STEC污染生菜造成的 

暴 发 事 件 ，共 造 成 169人 感 染 ，8 5 人 住 院 ，1 5 人发生 
HUS(56]，类似事件在有完善监测网络的国家每年都 

有多起报道；因 此 ，我 国 亟 需 完 善 O157型 STEC的 

标准检验方法，建 立 非 O157型 STEC的标准检验方 

法 ，开 展 不 同 种 类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的风险评估 

工 作 ，制 定 切 实 可 行 的 食 用 农 产 品 生 产 、加工规范 
及 STEC限量标准。

鉴 于 家 庭 厨 房 对 STEC防 护 能 力 匮 乏 ，食用农 

产 品 的 STEC污 染 风 险 防 控 过 程 中 ，企业和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应起主导作用，在食用农产品进人家庭 

厨 房 前 尽 量 寻 求 解 决 方 案 ，最 大 限 度 降 低 STEC进 

人家庭厨房的几率。我 国 应 针 对 性 开 展 规 范 的 、全 
国 性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抽 检 和 监 测 工 作 ，识别我 
国 STEC污 染 的 主 要 食 用 农 产 品 载 体 ，针对高风险 

载 体 ，制定并执行种植、养 殖 、屠宰和加工过程的生 
产 规 范 ，切 实 降 低 STEC污染 食 用 农 产 品 进 人 家 庭  

厨房的风险。
综 上 ，我 国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污染防控处于 

落 后 状 态 ，消 费 者 亟 需 掌 握 有 效 的 食 品 安 全 知 识 ， 

提 升 家 庭 食 品 安 全 水 平 &而 国 家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标 
准 制 修 订 和 食 品 生 产 各 环 节 应 加 强 食 用 农 产 品 中  
STEC污染监测、控 制 ，切 实 降 低 STEC污 染 水 平 ，将 

STEC最 大 限 度 阻 挡 在 家 庭 厨 房 之 外 ，切实保障人 

民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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