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较低 ,有效成分不清楚 ,或者虽然已知有效成分 ,而

成分和功能的量效关系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 ,因此 ,

功能学评价是判定保健食品有无保健功能主要或唯

一的依据。为此 ,全国各功能评价检验机构以及多

家医学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积极开展保健功能以及功能评价方法的研究 ,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迄今为止卫生部已经确定的保健功

能均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定位准确 ,针对性强 ,而

且建立了详细的功能评价程序和具体的功能评价检

验方法 ,为我国保健食品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国家卫生部也非常重视保健食品功能学评价的研究

工作 ,设立了专项科研经费 ,开展保健食品功能学评

价方法以及全国各功能评价检验机构的质量控制的

研究 ,以确保功能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坚信随着保健食品功能学检验良好实验室质量规范

( GLP)以及全国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保健

食品事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新的生机 ,具有更大的

活力。
[收稿日期 :2001 - 09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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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面粉添加食品添加剂的状况和管理对策

薛 　慧 　张丽娟 　刘鸿德 　周海燕 　尤 　林

(辽宁省卫生监督所 ,辽宁 沈阳 　110005)

　　为了全面了解辽宁省面及面制品厂添加面粉处

理剂的状况 ,加强对面及面制品添加面粉处理剂卫

生监督管理的力度 ,我们于 2001 年 7 月～8 月对辽

宁省面粉添加食品添加剂的状况进行了集中监督检

查及监测。

1 　检查对象与方法

111 　检查范围 　省级和市级卫生监督机构联合对

辽宁省 14 个市中正在生产的 16 个面粉及面制品加

工厂进行了集中监督检查及监测。

112 　检查方法　采取预先不告知的检查方式 ,重点

检查了添加面粉处理剂的生产车间及存放面粉添加

剂的库房并对企业的生产卫生状况进行了填表调

查。样品采集方法为现场随机抽样。监测样品送辽

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 ,依据卫法监发 [ 2001 ]

159 号卫生部文件 ,检测过氧化苯甲酰和甲醛次硫

酸氢钠 2 项指标。

2 　检测结果的判定 　检测过氧化苯甲酰按 GB

2760 —1996 规定 ,结果小于等于 0106 gΠkg 为合格 ;

检测甲醛次硫酸氢钠结果以未检出为合格。

3 　结果

办证情况 　被检查的面粉企业均办理了当年有

效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

加工工艺及条件 　被检查的 16 个面粉加工厂

分别引进瑞士、英国、意大利等现代化的机械加工设

备 ,年产量达到万吨以上。添加面粉处理剂的方法

均采用微量固体喂料机或配粉系统。贮存面粉添加

剂有专用库房和专人管理。在库房内未发现有甲醛

次硫酸氢钠。检查中未发现有小作坊式面粉加工

点。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状况 (1) 16 个面粉加工厂均

未使用甲醛次硫酸氢钠。(2) 1 个企业从未使用这

面粉处理剂 ;11 个企业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过氧化

苯甲酰 ,其添加量均控制在 3 ‰以下 ;5 个企业还使

用其它面粉处理剂 ;有些企业是根据用户的要求或

生产的品种不同 ,而添加不同的面粉处理剂。(3) 查

出使用的面粉处理剂品种有 :面粉增效剂、面粉改良

剂、面粉增白剂、镘头面粉品质处理剂、饺子粉改良

剂。从这些面粉处理剂的标识来看 ,所用的原料有 :

过氧化苯甲酰、磷酸盐、碳酸盐、α2淀粉酶、维生素

C、谷原粉、硬脂酰乳酸钙、活性物质、进口复合乳化

剂、惰性物质等。(4) 4 个企业索取了部分面粉处理

剂的有效卫生许可证 ;所有企业都未索取面粉处理

剂的检验合格报告单。

检测结果对 31 份样品进行了过氧化苯甲酰、甲

醛次硫酸氢钠检测 ,甲醛次硫酸氢钠均未检出。过

氧化苯甲酰 18 份未检出 ,2 份含量 0102 gΠkg ,11 份

含量 0103 gΠkg。

4 　讨论与建议

411 　面粉处理剂是使面粉增白和提高焙烤制品质

量的一类食品添加剂。过氧化苯甲酰是我国允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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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具有氧化增白作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是 ,过氧

化苯甲酰具有强氧化性 ,加热时产生的苯基易与氢

氧根、酸根、金属离子结合 ,可生成苯酚等有害物质。

过氧化苯甲酰对面粉中的β2胡萝卜素、B 族维生素

有较强的破坏作用 ,亦可氧化破坏维生素 E 和维生

素 K等 ,因此 ,不可过量使用。我国《食品添加剂使

用卫生标准》( GB 2760 —1996) 规定 :在小麦粉中的

最大用量为 0106 gΠkg。检查和检测结果显示 ,辽宁

省面粉添加过氧化苯甲酰的检出率为 4119 % ,添加

量均低于国家 GB 2760 规定的最大使用量。企业在

生产中能够控制添加剂的添加量及均匀性。甲醛次

硫酸氢钠是工业用的漂白剂 ,在食品中禁止使用。

检查和检测结果显示 ,辽宁省面粉中未加入甲醛次

硫酸氢钠 ,表明辽宁省面粉企业对添加剂的管理有

一定的认识。检查反映出的问题是 : (1)食品添加剂

的品种繁多 ,特别是单一品种添加剂已被复合品种

所代替 ,使面粉加工企业在食品添加剂的选择和使

用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2) 大多数面粉企业购进

添加剂时 ,不索取有效的卫生许可证和产品检验报

告单。从而不能保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卫生质

量。以上问题提示卫生监督机构在经常性卫生监督

工作中 ,应该把食品企业安全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

况及管理纳入工作的重点 ;同时应该定期对食品企

业的管理人员进行有关食品添加剂方面的知识培

训 ,以提高其素质和自身管理水平。我们认为 ,加强

对食品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监督管理是保证

食品质量 ,最大限度地减少给消费者带来危害的基

本保证。

412 　本次检查中查出了 5 个品种的面粉处理剂 ,按

照其标识涉及的原料近 10 类。面粉处理剂标识存

在的问题是 : (1) 面粉处理剂产品名称混乱 ,同类添

加剂 ,名称不同 ; (2)主要配料含糊不清 ,没有具体标

明所含物质的名称 ,如活性物质、进口复合乳化剂、

惰性物质等 ; (3) 未注明主要配料的含量 ,这样必然

造成使用中的盲目性。这些问题提示卫生监督机构

在预防性卫生监督中必须加强对食品添加剂企业的

管理 ,包括对标签及产品说明书的严格审批 ,标识中

对于产品名称、配料、有效成分含量、使用范围、最大

使用量、使用方法、保质期等均应做出严格规定 ,以

避免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中 ,出现扩大使用范围和

超量使用的问题。

413 　面粉处理剂属于限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基于

目前有关资料报道的面粉中存在的超量使用过氧化

苯甲酰及面粉和面制品中添加的食品添加剂种类不

断增加的问题 ,建议在对面及面制品的卫生监督中 ,

应该对添加的食品添加剂含量进行检测 ,建立有关

检验项目的标准检验方法。

414 　建议卫生监督机构加强对面粉标识的管理。

按照 GB 7718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的规定 ,对于添加

面粉处理剂的面粉标识应标明添加的食品添加剂的

名称及添加量 ,保证消费者能够吃到卫生的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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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阮锡仪

(将乐县卫生防疫站 ,福建 将乐 　353300)

　　卫生监督属于行政执法范畴 ,在行政执法过程

中 ,有些执法文书是以送达为生效前提的 ,如行政处

罚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

规定了送达方式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判定。民事

诉讼规定的送达方式有直接送达 ,留置送达 ,邮寄送

达 ,委托送达 ,公告送达等。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感

到使用这些送达方式都存在某些问题 ,现分析如下。

1 　存在问题

111 　直接送达 　直接送达是将行政执法文书或有

关文书当场交付受送达人 ,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

上签字或盖章 ,并注明签收日期 ,以示送达。如果当

事人签字了 ,送达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 ,在实际工

作中 ,有相当多的人是不肯签字的 ,特别是在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时 ,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送达方式完不

成送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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