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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 ,其中灭菌乳 27 种 ,巴氏杀菌乳 13 种 ,酸牛

乳 9 种。

112 　检验方法和结果评价

灭菌乳按 GB 540812 —1999 检验和评价 ,巴氏

杀菌乳按 GB 540811 —1999 检验和评价 ,酸牛乳按

GB 2746 —1999 检验和评价。

113 　索取该产品的有效检验报告 　有效检验报告

指的是 ①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或质量检验部门为该批

次产品出具的。②该生产厂家为该批次产品出具

的。③海关入关时为该批次产品出具的。

2 　结果

211 　检验结果 　见表 1。

表 1 　抽检试样各项指标检验结果

抽检份数
合 格 数

微生物 蛋白质 脂肪 酸度 防腐剂

灭　菌　乳 27 27 27 26 26 27

巴氏杀菌乳 13 11 12 11 13 13

酸　牛　乳 9 9 9 9 9 5

合　　　计 49 47 48 46 48 45

合格率　% 9519 9810 9319 9810 9118

212 　索证情况 　根据《食品卫生法》和福建省卫生

厅关于外埠食品索证的规定 ,我们对抽检样品均向

有关销售单位 (包括总经销) 进行了索证 ,索证的内

容是卫生许可证和产品检验报告。

21211 　卫生许可证 　被检的 34 个厂家均有有效的

食品卫生许可证 ,合格率达 100 %。

21212 　检验报告 　我们要求受检单位提供该产品

的有效检验报告。从时间上看 ,3 d 内能提供有效检

验报告的有 14 份 ,占 2816 % ;4～7 d 提供的有 16

份 ,8～15 d 提供的有 11 份 ,15 d 后提供的有 8 份。

从检验报告的质量上看 ,8214 %的生产厂家检验报

告符合要求 ,1417 %的不甚规范 ,219 %的是伪造搪

塞。

3 　讨论

311 　调查结果表明 ,福州市售液体乳制品的总合格

率为 9319 % ,仅 3 件试样不合格 ,2 件为巴氏杀菌

乳 ,不合格项目均为大肠菌群超标 ,提示该两个生产

厂家的工艺流程存在着污染因素 ,导致产品的质量

不稳定 ,须立即进行分析 ,查找原因 ,彻底整改。另

1 件为灭菌乳 ,不合格项目为酸度超标 ,提示该产品

所用原料乳新鲜度较差 ,要在原料乳的收购、贮存上

严加把关。

312 　在液体乳制品中检出防腐剂 ,经气相色谱和液

相色谱检验 ,存在苯甲酸 ,均出现于酸牛乳 ,检出率

为 4414 % (0. 0055～0. 0300 gΠkg) 。据 GB 2746 —

1999 ,酸牛乳可以允许检出苯甲酸 ≤0. 03 gΠkg ,本次

调查酸牛乳试样的苯甲酸值均在允许范围内。据有

关资料报道 ,酸奶的原料乳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微

量的苯甲酸 ,是一种副产物。

313 　本次调查中索证情况暴露出不少问题 ,若以当

场或 3 d 内提供有效检验报告为准 ,索证的合格率

仅 2816 %(14Π49) ,这种情况的出现 ,主要是乳制品

生产经销单位对《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五条关于索证

的规定贯彻不力 ,没有做到批批检验、合格出厂。有

的厂家确实做到了批批产品自检合格后出厂 ,但没

随产品附检验报告 ,而由被检商家向生产厂家要求

邮寄或传真检验单 ,故到了 15 d 内达标率为 8317 %

(41Π49) ,但也有个别单位没有做到批批检验、合格

出厂 ,有的为了应付检查 ,临时出具自相矛盾的假检

验报告。
[收稿日期 :2001 - 04 - 01 ]

中图分类号 :R15 ;TS2521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 - 8456 (2002) 01 - 0044 - 02

南平市火锅中掺入罂粟壳调查分析

叶云明

(南平市卫生防疫站 ,福建 　南平 　353000)

　　罂粟壳是罂粟科植物采完鸦片后的干燥成熟果

壳 ,内含吗啡、那可汀、罂粟碱、那碎因、可待因等多

种生物碱 ,其中吗啡是罂粟壳的主要成分。罂粟壳

易使人体产生瘾癖 ,对人体肝脏、心脏有毒性损害作

用 ,它属国家管制的毒品 ,国家法律对罂粟壳使用有

明确规定 ,禁止非法供应、运输、使用。但是个别饮

食摊店店主、利欲熏心 ,置国家法律、法规和人民身

体健康于不顾 ,在食品中掺入罂粟壳来招徕顾客 ,吸

引回头客 ,扩大生意。入冬以来 ,为查清我市火锅中

非法加入罂粟壳情况 ,有效地打击不法经营商贩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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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卫生部“关于严厉查处在食品中使用罂粟壳等违

法行为的紧急通知”精神 ,南平市防疫站于 2000 年

11 月下旬对市城区火锅经营单位进行了专项检查。

现对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1 　检测方法

111 　由于卫生部的 [卫监发 (1992) 第 21 号 ]文件

《食品中阿片生物碱成份测定方法 (暂行)》的试样前

处理程序复杂 ,检验周期长 ,不能及时提供检验数

据 ,为提高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本次专项检查 ,现场

定性检测使用 ACON 艾康公司吗啡 (尿液)胶体金法

检测试剂盒 (MOP) ,其测定原理是采用高度特异性

的抗体抗原反应及免疫层析分析技术 ,通过单克隆

抗体竞争 ,结合吗啡偶联物和试样中可能含有的吗

啡 ,定性检测试样中的吗啡 ,其阈值为 300μgΠmL。

MOP 胶体金法快速检测试剂盒使用前通过阳性、阴

性模拟试验。

112 　将所有现场检测阳性试样送回实验室 ,再用

《食品中阿片生物碱成份测定方法 (暂行)》第一篇薄

层层析法进行确证试验。

2 　样品来源及检测结果

211 　样品来源于火锅生产经营单位中顾客正在食

用的汤料 ,共检测 23 个单位 ,采样 46 份 ,其中麻辣

汤 23 份 ,骨汤 23 份。

212 　在 46 份样品中 ,现场用 MOP 胶体金法快速检

测试剂盒检测 ,骨汤全为阴性 ,23 份麻辣汤中 7 份

检出阳性 ,实验室使用薄层层析法对阳性试样进行

确证试验 ,均呈阳性结果 ,阳性率 30140 %。

3 　讨论

311 　此次专项检查共采集 23 份麻辣汤标本 ,罂粟

壳定性试验 7 份阳性 ,阳性率 30140 % ,说明我市确

实存在着在川味麻辣火锅中掺入罂粟壳的违法行

为。

312 　由于现场采用 MOP 试剂盒快速检测 ,能及时

提供检测依据 ,使得违法经营户难以转移罂粟壳或

掺入罂粟壳的原料 ,在 2 户违法经营户中当场搜缴

罂粟壳 100 g ,在 1 户违法经营户中当场搜缴掺有罂

粟壳的原料 5 000 g。另根据线索于次日上午在一

食杂店中当场查获罂粟壳 1 650 g。对检查中违法

使用或销售婴粟壳的经营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及《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

法》第十四条之规定 ,分别给予了处罚 ,使得执法的

力度和效率得到了加强。

313 　这次专项检查工作中 ,MOP 胶体金法检测试剂

盒与卫生部[卫监发 (1992) 第 21 号 ]文件《食品中阿

片生物碱成份测定方法 (暂行)》对试样罂粟碱检测

阳性结果完全一致。由于 MOP 胶体金法经济、快捷

且易于操作 ,干扰因素少 ,因此提示日常性卫生监

督、监测工作中 ,对食品掺入罂粟壳的检测可应用

MOP 快速检测法。
[收稿日期 :2001 - 05 -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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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食品卫生学》征订启事

为探索、解决和阐明饮食与健康的关系 ,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食品卫生工作的需要 ,本着突出先进性、科学

性、实用性和系统性相结合的指导原则 ,通过介绍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和新方法 ,特编写出版本书。

全书共 7 篇 49 章 ,174 万余字。内容包括食品卫生基本理论、食品污染问题、食品添加剂、各类食品问题及预防对

策、有关研究食品与健康的方法与技术及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等 ,既把握本专业发展前沿 ,联系我国国情

和卫生工作成就 ,又反映食品卫生学术进步的时代气息和我国食品卫生工作特征。参加编写本书的作者既有国内本

科的老专家、学者和教授 ,又有优秀的中青年博士、硕士 ,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教学 　科研和实践经验。

该书是从事食品卫生教学、科研、监督管理人员必备的阅读参考书 ,也是预防医学专业研究生及本科生学习参考

书 ,同时对广大从事食品生产经营人员与企业家和广大食品消费者提供科学咨询与指导 ,欢迎踊跃订阅。

本书订价 126 元 ,加收邮挂费 15 元。邮局汇款或银行汇款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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