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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面说明

一、操作原理

       ATP生物荧光检测仪利用生物化学发光

技术将不可见的ATP浓度变为可见光输出， 

从而以定量的结果间接显示微生物数量，数

值位于0—9999之间，以相对光单位

RLUs表 示。虽然RLU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

的光强度单位，但它能够为ATP生物化学发

光检测提 供一种真实的检测方法。1RLU约

等于1fmol的ATP。 

       RLU读数可以与用户设定的限值范围相

比较，提供全面的结果限值，即通过       、

警 戒            或不通过      。为了确保您在使用

ATP生物荧光检测系统时，能够得到及时准

确的测试结果，请您 注意以下内容：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用户手册。 

       ATP生物荧光检测仪务必于ATP荧光采

样棒配套使用。 主机   电池   数据线

  

后盖

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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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之前 

        请在使用之前仔细阅读 用户手册，掌

握本仪器的系统组成和使用方法。请按

ATP荧光 检测系统注明的组件内容，确认您

购买的产品是否完整。

液晶显示屏：显示测试过程及测试结果。 

上升键：查看上一组测试结果，并具有其他   

菜单选择结果。 

下降键：查看下一组测试结果，并具有其他

菜单选择结果。 

确认键：按键开始检测。 

限值选择按键：按键进入限值设置。

时间键：按键进入时间设置。

开关键：按键开关机。 

设置键：具有其他一些特殊功能，如进入删

除界面等。

后       盖：用以安装2节 5号 电池。 

数据接口：通过数据线可将数据传输到

PC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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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开机：

4.2�内部校准

提⽰：�如果时钟未设定（如更换电池后）�，�则仪
器开机后⾸先进⼊时间和⽇期设定模式，�设定
时钟后才执⾏其校准程序。�时间和⽇期设定⻅
第五章。

开机后，�仪器执⾏30秒的内部校准检查，�数字
显⽰从30倒计数到0：

以下提供本仪器最基本的⽇常操作：

按开关按钮�����开机。�仪器蜂鸣⼀次，�显⽰开机
画⾯。�然后，�仪器执⾏30秒的内部校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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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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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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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操作

仪器在温度变化较⼤的环境中⼯作（变化⼤
于5℃）�。

内部校准完成后，�仪器进⼊待检状态：�
4.4�关机：

4.3�准备就绪：

仪器已经连续⼯作⼀段较⻓时间（⼀般30分
钟以上）�；

请按开关机键   �。�仪器蜂鸣⼀次后显⽰消失。

在以下情况下仪器⾃动执⾏内部校准程序
（CAL标识闪烁）�：

内部校准完成后，�仪器进⼊待检状态�

提⽰：�在标本检测过程中，�关机键�    不能使
⽤。

提⽰：�在仪器进⾏内部校准时，�请勿插⼊拭
⼦，�并确保上盖盖紧。�

4.5�节能模式

时会⾃动进⼊节能状态。

仪器处于开机状态时，�待机时间超过10分钟
以上（即：�超过10分钟机器⽆任何动作）

在待检界⾯，�如果按   �就可以显⽰当前的时
间和⽇期：

恢复请按开机按钮      。�

POWER

POWER

POWER

五.时钟设置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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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整时间和⽇期请接着按�����键，�然后按上
升键�����和下降键�����改变闪烁的数字，�按������
键确认数字。

初次安装电池或更换时，�仪器将⾃动进⼊时
钟设置模式。�时钟设置完成后，仪器将继续
其内部校准。

此仪器可以存储多达100个限值序号（0-99）�
，�每个限值序号的测量结果都有⼀对⾼低限
值范围。�

提⽰：�随时按下�����键�将中⽌设定，�时间和⽇
期不改变。

如果时间设置不正确（⼤⼩⽉份，�闰年设置
错误）�，�按�����键后仪器将蜂鸣⼀次提⽰时间
设置错误，�并重新开始设置。�

TIME

六.设定检测结果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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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待检准备好后，�按    �键可以改变限值序
号，�按上升键�   和下降键�  �改变闪烁的限值
序号，�然后按    �键确定。
提⽰：�设置过程中，�再次按下�   键将退出设
置，�限值序号保持不变。

注：�所谓限值序号是指不同检测对象的具体
卫⽣要求，�如何选择不同检测对象的⾼
低限值范围，�请与当地卫⽣防疫部⻔联系或
者根据检测需要⾃⾏设定。
6.1�改变限值序号

6.2�改变的限值范围
先按�   键，�再按   �键和   �键�改变闪烁的限值
序号，�按�  ��键确认所需的

提⽰：�在改变上下限时，�按�   键将退出设置
模式，�限值序号和限值范围不变。

限值序号，�然后按上升键�����或下降键����选择
上限数值，�按�����键确认；�再选择低限的

开机，�待内部校准完成后，�测量新的标本的
准备⼯作即告完成。

数值，�然后按�    键储存新的数值。

7.1�测量

七.标本检测和检测结果

SELECT

SELECT

4、�按�   �键等待15秒钟显⽰读数

1、�拿出试⼦

经存有总共4个测试结果）�。
提⽰：�当存储结果达到内存的95%以上时，�
记忆标识就会闪烁。�当内存完全满了时，

2、�保证试⼦外表清洁⼲燥�

屏幕显⽰限值序号、�⾼低限值和储存的检测
数据个数（例如4，�表明⽬前仪器内已

3、�打开舱盖，�将试⼦插⼊仪器，�盖上上盖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测量：

5、�进⾏检测时，�屏幕会显⽰新的检测号码，�
同时计时器进⾏15秒倒计时。�

就不能再做任何检测，�除⾮将内存清空或传
输到电脑上。�

03 200
99004       1

Limlt
No.

004       1

15
BUSY

Test
No.

检测数据≤低限值

������
���

各标识意义如下：

提⽰：�检测时请保持仪器直⽴平稳，�以确保
拭⼦内的液体处于拭⼦底部。
测量完成后，�检测仪将显⽰新的检测数据，�
并将数据⾃动与限值范围相⽐较，�结果
通过显⽰屏标识显⽰出来，�上盖标志�闪烁，�
提⽰取出试⼦。�再⼀次按下    �键，�仪器
将进⼊待检状态，�可以进⾏下⼀次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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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estNo三位数字后⾯的1是表⽰第⼀组，
001到999的编号。三位数字后⾯的2表⽰第
⼆组，000到999的编号。�如：�034��2可以看作
是第1034个编号。
仪器待检时，�按上升�    和下降键�    可以查
看以前存储的检测结果，

7.2�查看已存测试结果

检测数据＞⾼限值
������
���

存储说明：�

提⽰：�测量完成后，�⼀定要取出拭⼦，�防⽌
拭⼦内液体发⽣泄漏，�损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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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查看模式以后可以删除所有测试结果，�
按住������键两秒钟以上，�显⽰所有测试结

������键为向后翻查存储结果，����键为向前翻查
存储结果。

7.3�清除存储结果记录

退出查看模式，�请按�����键。�

显⽰器显⽰存储的检测结果时，�记忆标识出
现，�检测编号值闪烁。

若要查看该检测编号检测时的时间和⽇期
请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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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数⽬。�删除？�闪烁：�按住����键两秒以上就
可以清除所有数据；�按其余任意键取消。�

004       2

MEMO

   CAUTION     

TIME

POWER

MEMO MEMO

0 1 / 0 7 / 2 0 2 3

8：40

SELECT

ENTER

TEST

DEL

9 10 118

1312 14 15

SET

SELECT

ENTER

TEST

ENTER

TEST

ENTER

TEST

SET

SET

ENTER

TEST

ENTER

TEST

ENTER

TEST

ENTER

TEST



7.  检测的是低出肉眼分辨率的物体表面的洁

     净度。因此若被测的控制点有肉眼可见的

     污垢，或涂抹后拭子头部明显变黑，即可

     停止后续操作以免浪费拭子。

8.  若被待检物表面有多余液体存在，应等表

     面液体稍许干燥后再进行检测，以免稀释

     试剂。（无需特别干燥）

9.  如需测试液体，可用取样器吸取滴加两滴

     样品于试管内，放入试子晃动后，与发光

     试剂混合即可。（不要直接拭抹液体)

十.代码错误

十二.故障预览

错误代码                                                                  可能出现的原因

E1 超出工作温度范围 

√仪器工作温度超出正常范围 

√仪器被存储在超出工作温度的范围—使用前
   让仪器适应 正常温度范围 

×仪器损坏或出错 

E2 不能自我校准 

√仪器环境不稳定 

√保护口较脏或严重刮裂 ×保护口损坏 

×仪器损坏或出错 

E3 不能进行存储 
√仪器没电或电池松动        

 ×仪器的记忆功能损坏或出错

蜂鸣的类型                                                可能出现的原因

短高音                            
开机或关机 开始检测标本 

与PC相连 清除结果记录 

长高音                            

仪器自我校准完成 

标本检测完成 

结果记录清除完成 

长低音                            输入无效日期 
输入无效的限值数值

情况                                         故障原因 

非正常关机                
√仪器 10 

分钟以上未使用则自动

关机进入待机状态 

按键盘没有回应          
√有些按键只在选定了一定程序后才有效果 

×仪器损坏或出错 

检测结果读数总显示 

O RLU 

或总是低于高于期望值                
√不正确使用拭子  

√拭子过期 

√在不稳定环境中操作仪器，关机再重启 

√保护口较脏可严重刮裂 

×仪器损坏或出错 

USB 

界面未出现工作状态                  

√接口插入仪器不正确 

×PC 串行接口或系统软件出错 

√PC 软件安装错误或选择错误 ×连线或接口破损损坏 

×仪器损坏或出错

在操作中，仪器本身具有多种自我检查，一

旦出现问题，就会显示一个错误代码：

提示：多数问题都是暂时的，按    键或取

出电池 10 秒以上再重新放入就可解决。如 

果故障一直存在，请找技术人员进行解决。

十一.仪器蜂鸣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仪器发出各种不同的蜂

鸣：

本检测仪出现故障一般情况下都是电池原

因，如不能开、关机、非正常关机，其原因 

大部分为电池没电、电池松动所致，对于电

池正常仍无法正常工作的仪器请与生产厂商

联系。 

下表罗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情况及其可能的

成因。 
√表示用户可以自己进行解决。 

×表示可能需要技术人员帮助的问题，请与

生产厂商联系。

十三.使用技术培训

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atp检测程序：

13.1如何设定atp检测标准：

设定通过警告，不通过的标准对于实时ATP

检测程序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标准依据生产

环境，生产产品的种类不同而有所不同，但

是设定这类检测标准的方法是相同的。

有两种方法设定ATP检测标准: 1. 彻底清洁; 

                                                2.日常清洁

分析和确定危害控制点

彻底清洁表面，达到最佳洁净度

使用ATP检测仪检测每一个关键控制点

( 取 1-5 次重复检测)

用以下方式计算并设定检测标准

Pass ( 合格) <=MeanRLU

Caution (警惕) >=MeanRLU<Mean+3 (s.d)

Fail ( 不合格) >=MeanRLU +3 (s.d)

2.日常清洁

分析和确定危害控制点

使用日常清洁程序， 清洁所要检测的表面

使用 ATP检测仪检测每一个关键控制

点， 连续测试数日，得到 20-50个数据

九 ATP检测拭子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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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技术参数

检测精度                 1X10    mol ATP(高敏型）           

检测下限                 ≤1.0 CFU/ml 

检测范围                 0RLU~9999 RLU （相对发光单位） 

大肠菌群                 ≥1×10    CFU               

检测时间                 1秒-60 秒 

检测干扰                 ±2﹪或±2 RLUs            

本底值                     ≤2RLU 

检出模式                 RLU 或大肠菌群筛查     

可设定限值个数      1000 个以上         

存储大小                 3000 个以上       

检测结果                 USB 接口 结果可传输到 PC 机                          

仪器尺寸（W×H×D）     199mm×76mm×37mm 

仪器重量（含电池）         265 g 

操作温度范围                    0℃到 40℃ 

相对湿度范围                    20﹪-85﹪         

连续读数                           600 个

电池                                  2节 5号电池         

标配                                  包装盒一个  说明书一本

选配

9.1
◆打开检测管，取出拭子取样；

◆不要触摸拭子或试棒；

◆检测管从冰箱中取出后，检测之前需放置5

  分钟左右，使其恢复到室温状态； 

◆避光情况下拭子样品可放置4小时左右；

◆拭子中样品和溶液反应后，需放置在荧光

  仪中，并于两分钟之内读数。

◆拭子溶液已经稀释，可安全用于食品表面。

注意：使⽤前请避光保存。

ATP检测拭子配合ATP荧光检测仪对公共场

所清洁度、室内餐饮用具、桌面、操作人员

手表面，医疗卫生行业操作台面以及医疗窥

镜等进行卫生洁净度及细菌总数的检测。是

食品行业进行HCCP监测的产品。

9.2 ATP检测拭子检测操作

1. 本试剂需与ATP荧光检测仪匹配使用。

2. ATP检测 中含有荧光素酶，反复拭子

    冻融会导致其逐渐失活。为取得较好的使

    用效果，冻融的次数不宜超过3次，且需

    要避光保存。

3. 实验时应穿戴一次性手套进行操作，以免

    外源ATP污染。

4. 取样过程中不要触摸拭子或棉签，确保拭

    子时间直接与被测的物体表面接触。

5.拭子中样品和溶液反应后，需放置在荧光

   仪中，并于两分钟之内读数。

6. 标准操作的涂抹区域为10×10 cm²。对

    于不规则的物表，重要的是保证对每个控

    制点的每次检测都采用连续一致的。控制

    

ATP检测拭子检测注意事项

usb线  检测拭子

彻底清洁通常适用于高洁净要求的设备表面

或易清洁的光滑表面，而日常清洁适用于粗

糙和不易清洁的表面。

1.彻底清洁

1716 18 19

2120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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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应考虑不同物表的特殊结构不同而自行

    设立标准，如桌面光滑度、仪器接缝、凹

    陷区域、餐具是否有裂痕（容易藏污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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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下方式计算并设定检测标准

Pass ( 合格) <=MeanRLU

Caution (警惕) >=MeanRLU<Mean+3 (s.d)

Fail ( 不合格) >=MeanRLU +3 (s.d)

“警告”数据为用户提供分析和提前预警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用户也可将高于合

格线的所有数据设定为不合格，而不设置警

告区域

3.ATP-100通用检测参考标准

ATP-100也为用户提供了通用检测标准，

这些标准可能不适用您所检测的目标表面，

如需设定自己的检测标准，请参照1);2).

对于易清洁表面的检测参考标准

Pass Caution Fail

RLU

ATP-100

ATP-100

20 20-60 60

*易清洁表面包括不锈钢表面或无凹槽平滑

的表面，如水池，洗涤桶，刀片，桌面，

垃圾桶等

*难清洁表面包括有凹槽，裂缝，缺口的表

面，如传送带，喷嘴，0形环，橡胶管，墙

壁等

对于难清洁表面的检测参考标准

Pass Caution Fail

RLU

ATP-100

ATP-100

30 30-100 100

*注意：

如用户已有控制点菌落总数标准平板计数标

准，可将ATP检测结果与之参照。但请注意

ATP是来自于微生物或有机物残留，所以只

能说ATP水平与微生物数目有着密切的相关

性，ATP检测与平板计数结果间不能完全一 

对应，但有密切的相关性。

13.2检测表面取样示例：

a) 规则表面用拭子头涂抹被测区域

(30 -45° 角、10× 10 CM表面 )

规则表面

b) 不规则表面当不能取得10×10CM表面积时，

应该尽量涂 抹足够的区域。

不规则表面

13.3ATP-100手持便携式荧光检测仪与检
测试剂
使用方式：

Step

Step2.

Step4.

Step3.

Step5.放入ATP荧光检测仪检测

1.

取出与所需检测样品同等量的检测瓶，剪开

装有溶解液的滴管，将溶解液小心挤入瓶中，

左右来回振荡检测瓶促使粉末溶解，并静置

5min

1.仪器自检

2.

3.取出采样棉签，在所需检测的物体表面擦

   拭采样按照图示的顺序进行涂抹。

4.将已采好样的采样棉签放入荧光酶溶液中，

   并搅拌，使棉签表面的待测样品完全洗入

   溶液中，此过程约5S。

5.将检测瓶放入ATP- 100E手持式便携ATP荧

   光检测仪的检测池中，盖上机盖。检测并  

   读数。

拭采样按照图示

13.4设置检测频率与周期

a) 检测时机：

1) ATP 检测表面应为干燥表面。
2)一般情况下，ATP检测应在使用消毒剂使
用前进行。
3)但部分CIP程序需在消毒剂使用后进行ATP
检测，这种情况下，消毒剂的消毒接触时间：
5分钟-15分钟。依照消毒使用规范，等待这
段时间消毒剂干燥后，再进行表面取样检测。

★注意:可通过高压蒸汽消毒配合ATP检测，
可有效节省消毒 剂的使用。

b)取样、检测频率:
根据资金状况，选取适合的取样点数量，推
荐以下策略:
1) ATP检测应作为抽检和初筛手段。(结果可
疑环节可进一步采样进行标准平板计数)
2)检测方案(仅供参考)
●每座车间建立5-10 个检测点。
●每个检测点每周抽检 1-2 次。
●定期将检出结果以图表形式进行总结和报告，
为控制措施提供短期评价。
●提供季度或年度报告， 对更长期数据进行
分析。

13.5根据ATP快检测结果制定纠偏措施

检测结果 结果判断

检测值低于合格 ( Pass) 值 清洁合格

检测值介于合格 ( Pass) 值与不合格 ( Fail ) 值

之间，需要警惕 ( Caution)

下次清洁时应特别留意该

区域清洁

检测值高于不合格 ( Fail ) 值 重新清洁

14.有关食品安全和卫生检测的问答

14.1哪些因素可能影响食品安全和卫生？
生物(如细菌总数超标、致病菌污染等)、化学
(农药残留、有毒添加剂等)、物理(放射污染等)
及转基因产品(有害遗传效应等)四大因素。
其中，以细菌污染食物、饮用水引发食源性中
毒最为常见，其危害的范围最广。

14.2国内外通常采用什么方法进行食品细菌总
数和卫生、防疫检测?
“常规法”和“ATP荧光快检法”。常规法是
我国卫生部规定至今仍然沿用的方法，因此，
又称“国标法”，即(细菌)活细胞平皿计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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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关键点：例如每车间5个点

每间车间，每月
ATP检测预算
1000元以内

关键点A 关键点B C D E

制定检测周期：每个检测点每周抽检2次

周一
周三

周二
周四

周三
周五

周四
周六

周五
周日

关 关 关键点 键点 键点

关键点A 关键点B C D E关 关 关键点 键点 键点

清洁程序

肉眼观察清洁效果

ATP-100 荧光检测

不合格

重新评估清洁人员的清洁工作，整改措施继续或重新清洗和复

查

继续以下工作

无可见污垢

验证 重新清洁

可见污垢

合格
警告

14.3常规法”和“ATP荧光快检法”的共同点
和主要差别是什么?
两种方法都能用于检测样品中的细菌总数，提
供有关卫生防疫数据。主要差别在“时效性”，
常规法至少要1-2天才能得到结果，快检法能在
1-5分钟内得到实时检测数据。

14.4为什么两种方法在“时效性”. 上有这样大
的差异呢?
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各不相同。“常规
法”是让检样中原先看不见的细菌细胞，
在稀释涂布后通过在营养琼脂培养基上37°C，
48小时的保温培育，这样，一个活的细菌细
胞经多次分裂繁殖形成数以亿计，肉眼可见的
细菌集群(菌落)，然后通过计数得到结果，即
菌落形成单位/毫升(克) [CFU/ml (g) ]。 
“ATP荧光快检法”则基于虫光素酶能催化细
菌细胞的ATP发出荧光，荧光检测仪能快速、
准确计量荧光值的原理。因此，检样中细菌细
胞越多，ATP量就越大，发 出的荧光就越强。
这样，在排除检样中非细菌ATP干扰的情况下，
检测荧光值(RLU)就能确定细菌的细胞数[CFU/
ml (g) ]。

10.5两种检测方法哪一种更准确?两种检测方
法得到的数据一致吗?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让我们重温微生物学的两
个基本概念:细菌或微生物对人类生活，生产造
成的有利(如用于抗菌素生产)或有害影响(如污

染食品、引发疾病)都非单一或少数细菌细胞的
作用，而是 单位体积内数以十万、百万细胞群
体的效应。其次在适宜条件下，细菌每20-30 
分钟就能分裂繁殖一代。以大肠杆菌为例，
10 万个细胞/毫升二小时后就成了640万细胞/
毫升。
因此，正确的回答是，两种方法都能满足特定
时期细菌总数检测和卫生监测的需求，但时效
性有重大差异。快检方法更有利于保障食品安
全水平的全面提高。通过常规法和ATP荧光快
检法实际检测建立一个两者之间可以互相参照，
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的有效范围(如合格、
警告、不合格)是发达国家的通用做法。

14.6在食品安全方面国外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
验和措施?
上世纪90年代后，美、英、日等国就已依据萤
火虫发光原理，研制并推广使用ATP荧光法快
检设备用于检测食品细菌总数或卫生防疫监测。
这些设备既能提供实时的检测数据，又有准确、
便携、使用容易等特点。不仅弥补了“常规法”
时效性差的不足，又能发挥防患于未然的预警
作用。有效地保障了食品安全总体水平的提高，
也促进了如HACCP等食品卫生理念的诞生。

14.7HACCP认证体系的主要涵义和作用是什么？
HACCP是“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一词的英语
缩写，源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太空总署提出的
有关食品安全基本理念，即(1)危害食品安全的

可能因素包括生物(转 基因产品)、化学、物理
四个方面; (2) 从原料到食品通常经历加工生产
-产品包装、储存、运输一配发销售等环节; 
(3) 食品原料的品质、生产环境、设施、操作
人员的卫生水平都将影响终产品食品的安全卫
生水平。因此，只有将所有可能影响食品安
全的危害因子全部纳入监控范围,食品的安全
卫生水平。因此，只有将所有可能影响食品
安全的危害因子全部纳入监控范围。
美、日、欧盟等国已将实施HACCP 认证体系
列为法定措施。我国卫生部已于2002年颁发
《食品加工企业的HACCP实施指南》[卫法监
发 174号]。

14.8“ATP荧光快检法”和实施食品安全的
HACCP预警、溯源管理制度有何关系？
在建立和推广使用ATP荧光法快检技术前，只
能靠目测或平皿计数法评估产前或清洁消毒
后生产线、食品接触表面的卫生水平。这两
种方法要不是灵敏度不够，就是取得结果的时
间太长，无法满足生产的实际需要。换一句
话说，只有采用ATP荧光法快检一 类方法才
能实施HACCP和食品安全的溯源和预警制度。

14.9美、日、欧盟各国如何评价ATP荧光快检
法和建立相关检测标准?
通过ATP荧光快检法得到的是来自食物残渣和
微生物细胞两个部分ATP的总值。多数情况下，
来自微生物细胞的比例较小。但是，由于食物

残渣既是微生物生长的培养基，又起抵消灭菌
效果的作用。因此，关键在确定避免重新污染
的ATP临界值，而非单纯依据细菌细胞ATP值
折算的细菌菌落数(cfu。这就是多数卫生监测
试剂盒不设置通用ATP 标准，也不必期望ATP
与CFU之间有确定相关关系，容易引起初用者
疑虑的原因。统计结果证实，凡ATP荧光法显
示卫生水平改善，则平皿计数结果也一定改善。
如果检测点ATP水平高，即便是无菌的，次日
早上必然大量滋生细菌导致食品污染。因此，
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首先通过ATP快检步骤
对食品原料及经过清洁、消毒后食品原料接触
表面是否达到卫生标准作出有数字依据的评价。
其次，对易于引发微生物污染的关系部位实施
重点监控。最后，制订出符合本单位情况，又
符合卫生要求的TP数值范围。
14.10具备什么条件有利于在我国普遍实施
HACCP认证体系?
(1) 发展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食品安全关
键技术，提供准确、有效、便携、操作容易、
价格能为国内广:大用户接受的食品安全检测
设备和试剂系统。
(2)建立与快检技术相匹配的国家、企业检测
标准。
(3)普及与快检技术相关的卫生学和卫生监督
指导新理念、新知识。

15. ATP快速检测综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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