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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包装瓶是多次使用的容器
,

其清洗

卫生工作往往被忽视
,

污染严重
,

影响到饮料

产品的卫生质量
。

为了摸清饮料瓶的微生物

污染程度和各企业采用各种洗消方法的实际

效果
。

我们分别进行了啤酒厂
、

可东饮料厂和

汽水厂空瓶洗消方法
、

效果的调查和分析及

实验室的模拟洗消实验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现场调查预先拟好调查表
,

对每个厂逐

个进行登记
。

内容包括 包装瓶的种类
,

洗瓶

操作流程 浸瓶一一刷瓶一 消毒一 反冲

完备的程度
,

浸瓶液加碱 当场用 试纸检

测
。

对用漂白粉液浸泡消毒饮料瓶的
,

测其余

抓含量
。

空瓶采样每厂随机抽取洗前和洗后的

空瓶各四 只
,

当场用消毒过的牛皮纸结扎封

口
。

空瓶洗液量 为了便于 比较
,

根据实验

指标所需的最低洗液量
,

算出瓶内壁单位表

面积或每单位容积所需的洗液量
,

以此换算

不同规格瓶需用的灭菌 旦 白陈水量
。

于试验前分别倒入空瓶中
,

用灭 菌瓶塞密封

后均匀振荡三次
,

霉 菌计数则 振荡 分钟
,

于半小时后供试样
。

观察指标和操作方法

细菌总数和霉菌总数的测定按中华人 民

共和国《食品卫生检验方法 微生物部分 》的
“
菌落总数

”“

霉菌总数
”

规定操作
。

结果与分析

各操作规程的比重 根据对东区各饮料

厂了解
,

其洗瓶工艺流程一般分为四步 第一

步碱水或 自来水浸瓶 第二步 电动或人工刷

瓶 第三步漂白粉液浸泡消毒 第四步沙滤水

反冲
。

本次对 个厂调查的结果
,

具备四个

步骤 的厂占 洲 写
,

具备三个步骤的厂占

铭 见表
,

但在浸瓶的碱量
、

消毒的

漂 白粉量及消毒时间的长短方面存在严重不

足
,

有的甚至流于形式
。

表 洗瓶操作中步骤的构成比

浸瓶 别瓶

十消毒 反冲

浸瓶 刷瓶

十反冲
反 冲

浸瓶十刷瓶

消毒

心
。 。



瓶洗前的污染状况

共检测 了 个 样品
,

三种规 格的瓶
,

包

括汽水瓶
、

啤酒瓶和聚酷瓶
。

细菌污染 比较严

重的是啤酒瓶
、

其次为汽水瓶
,

参照冷饮类汽

水细菌总数每毫升 个为合格 标准 合格

率较高的是聚醋瓶
,

其次为汽水瓶 霉菌总数

以 每毫升 个 为合格标准
,

合格率较高的

是啤酒瓶和聚醋瓶
,

详见表
。

表 洗消前 各种空瓶细菌
、

霉菌污染比较

汽水瓶 个 啤洒瓶 〔个 娘蹄瓶 个

细 菌总数 又

合格率

雍菌总数 又

合格率
。

空瓶洗消前
、

后污菌比较

因空瓶受污染严重
,

经过洗消
,

细菌和霉

菌总数均有明显减少
,

前者 由平均 冷 个
一减 少 到 个 后 者 由 个

减少到 个
,

经统计处理 有非常显著

意 义 见表
。

按种类分析
,

啤酒瓶和汽水瓶

洗消前
、

后细菌总数均有明显减少
,

经统计处

理有非常显著意义 霉菌总数减少则不明显
,

差别无显著意义
。

聚醋瓶洗消前
,

后细菌总数

的差别无显著意义 十
、

霉

菌总数差别则有显著意义
,

见表 刁一
。

表 空瓶洗消前
、

后污 菌比较

洗前 又 洗后 又 一 统计处理

细菌总数 个 二

称菌总数 个 ‘

拼

二 牙 尹

表 啤酒瓶洗消前
、

后污菌比较 水

洗前 又 洗后 又 统 计 处 理

细菌总数 个

群菌总教 个

贫 二
,

表 汽水瓶洗消前
、

后污菌比较

洗前 又 洗后 又 统 计 处 理

细菌总数 个 蒯

霖荫总数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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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聚酪瓶洗消
、

后污 菌比较

洗前 又 洗后 又 统 计 处 尸‘

细菌总数 个
,

称菌总数 个

刁 洗消后监测结果

经过瓶的洗消处理 微生物减少是 明显

的
。

如仍按细菌
、

霉菌总数每毫升 个为合

格标准
,

洗消后 瓶的细菌总数合格率为
,

霉菌总数合格率为
,

细菌与霉

菌都合格的为
,

可见洗消后的合格率是

低的
。

说明各厂对洗瓶的工艺要求不够重视
。

经对各厂 同时的产品进行细菌指标检测 结

果合格率为 」 见表
。

洗消后啤酒瓶

合格率仍低 至 汽水瓶则 由

上升到
。

聚醋瓶限于使用新瓶较多
,

污菌主要来源于回收瓶
,

但洗消后 全部合格
,

见表 一
。

表 洗消后空瓶
、

产品微生物指标合格比较

细菌总数 书 菌总数 细 菌十 毒 菌 产品

犷格数

合格率

表 洗消后 各种瓶细菌合格率 比较

汽水瓶 啤洒瓶

检在份数

合洛数

合格率

聚内瓶

模拟实验

为了验证各操作规程洗消效果
,

我们把

库存的回收汽水空瓶随机分成 组
,

每组

只
,

分别用 氢氧化钠溶 液 浸泡 分钟 ,

漂白粉液浸泡 分钟 自来水浸泡

分钟后统一 由一人操作进行手工刷瓶和

自来水反冲 水的细菌总数为 个
,

其

检验结果
,

分别与对照组 比较
,

经统计处理
,

氢氧化钠溶液组和对照组之差别有非常显著

意义 刁 月。
, ,

而漂白粉组和 自来

水组与对照组间无差别
。

效果最好的是以

氢氧化钠溶液浸泡 分钟一 人工刷一

漂 白粉液 浸泡 分钟一一 自来

水反冲组
,

细菌总数未检出 见表
。

表 各种洗瓶方法效果比较

及 分

钟 刷 反冲

漂自粉液

祖 分钟 刷 反冲

来水浸 分

钟 刷 反冲

权 分
钟 州 漂 对照组

白粉液及 一 分钟 反冲

细菌总数 分 叫

统计处理 ‘



讨论

饮料包装瓶
,

尤其回收的啤酒瓶和汽水

瓶污染是严重的
。

本次调查发现啤酒瓶污染

程度 比汽水瓶高
,

可能原 因是啤酒经麦芽发

酵而成
,

营养物 较丰富
,

有 利于 细 菌 生长 繁

殖
。

此外 目前城 乡啤酒往往整箱买进
,

存放家

中 空瓶存放时间长
,

污染机 会大 而汽水营

养成份相对较少
,

且含二氧化碳
,

不利于需氧

菌生长繁殖
,

多数当场购买饮用
,

污染机会相

对少些
。

同样使用回收的聚酷瓶污染也是严

重的
,

从本次调查中也证实
,

如用新瓶经对十

多个厂抽样检测细菌总数最高每毫升不超过

个
,

绝大多数仅几个
。

由此可见饮料包装

瓶发展一次性使用瓶如聚酷瓶类最好
。

当前

必须使用回收瓶如碑酒瓶和汽水瓶时
,

则应

严格按照 空瓶洗消操作规程进行
,

以保产品

的卫生质量
。

空瓶洗消目前尚无统一规程
,

一般为浸

泡一一刷瓶一一 消毒一一反冲
。

经本次检测
,

几经过上述步骤处理的瓶
,

微生物污染量明

显 减少
,

细 菌总数 由每毫 升 个减到

个 霉菌总数 由每毫 升 个减少到

多个
,

经统计处理有极显著差别
,

故空瓶

的洗消效果是肯定的
。

但按每毫升 个细

菌或霉菌作为标准要求
,

洗前与洗后 比较
,

合

格率提高不明显
。

根据本次调查做到 主述四

个步骤处理 只占 洲
。

同时发现洗瓶工

几乎是不懂卫生知识的临时工
。

宜加强卫生

知识宣传
,

有的厂虽有加氯消毒处理
,

但浓度

低
,

浸泡时间短
,

起不到消毒效果
。

我们认为

碱液浸泡是洗瓶的关键
,

并 已为模拟实验所

证明
。

据有关报道
,

推荐碱液浓度为 一
,

我们选用 氢 氢 化钠溶液浸泡 分钟
,

试

验结果令人满意 细菌总数由 个 减

少到 个
,

经统计处理有极 显著差别
。

而以 饰 漂白粉液浸泡 分钟细菌总数

减少与浸泡前 比较
,

统计处理无显著意义
。

需

加大氯制剂的浓度
。

实验证明空瓶必须先洗

涤
,

然 后
,

我 们用 碱液 浸 泡 一 分

钟
,

再用 漂白粉液杀菌 一 分钟
,

取得满意的洗消效果
。

本站裘丹红
,

叶菊莲同志参加了本次部

分检验工作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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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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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传疗效的

占 月
,

有卫生部门批准文号的占
,

食品

中所加药物绝大多数均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

品种以外的中药
。

本文就食品中滥加药物的

危害进行了讨论
,

并就如何加强加药食品的

卫生监督管理
,

提出了加强宣传教育
,

提高生

产经营者的卫生知识和法制观念 加强进货

渠道管理
,

商业部门严格把关 食品卫生监督

机构严格执法
,

加强监督检查 提高消费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