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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酵母与有机锌对儿童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

刘 　军1 　李晓雯1 　张希洲2 　杨春秀1 　余明华3 　赵 　军4 　郭光明4

(11 宜昌市卫生防疫站 ,湖北 　宜昌 　443000 ;21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 　443000 ;

31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 ,湖北 　宜昌 　443000 ;41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补锌制剂对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对锌酵母与有机锌制剂促进儿童正常

生长发育的效果进行对比研究。方法 　随机抽取宜昌市城区 4 所幼儿园 450 名年龄在 215～315 岁

的入园新生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成 3 组锌酵母制剂组 (168 人) 、葡萄糖酸锌组 (150 人) 、对照组

(132 人) ,采用双盲法观察补锌前后身高、体重的变化情况 ,并对其头发中 5 种营养元素钙、镁、锌、

铁、铜的含量进行检测。对幼儿注意力和食欲状况、患病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3 组幼儿补锌

前后身高平均增长值各组间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 P < 0101) 。体重增长情况锌酵母制剂组与葡萄糖

酸锌组和对照组比较 ,分别为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 P < 0101) 和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5) ,葡萄糖酸

锌组与对照组比较 ,仅部分年龄段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5) 。锌酵母制剂组发锌升高达正常

者明显高于葡萄糖酸锌组和对照组。锌酵母制剂组常患感冒儿童补锌后大有改观 ,食欲改善情况

和集中注意力情况也优于葡萄糖酸锌组和对照组。结论 　锌酵母较有机锌能更好地促进儿童正

常生长发育。

关键词 :锌 ;儿童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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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Zn yeast and Zn gluconate in supporting the growth of chil2
dren. Method 　450 children aged 215～315 years ol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Zn yeast group , Zn glu2
conate group , and control group . The height and weight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levels of Ca , Mg , Zn , Fe ,

Cu in their hair were determin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ldren received different Zn treatments for 6 months.

Results 　The average stature of children in Zn yeas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 P < 0101) . The average body weight of children in Zn yeast group and Zn gluconate group was sta2
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 P < 0101) .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ith normal level of hair

zinc in Zn yeas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The children’s appetite and

concentration in Zn yeast group were also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Conclusions 　Zn yeast is

more efficent in promoting children growth than Zn gluc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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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量元素锌在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组织

修复等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锌的生化作用

反映在它参与了许多酶的组成 ,维持亚细胞的分子

结构及膜的稳定 ;促进细胞的正常分裂、生长及再

生。据统计 ,我国有 60 %以上的儿童缺锌 ,
[1 ] 长期

缺锌可影响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育 ,并产

生厌食症和异食癖等。锌缺乏的原因有 3 种 :一是

膳食供给不足 ;二是排出增多 ;三是吸收减少。补锌

的途径主要是调整膳食结构和利用锌制剂 ,市场上

的锌制剂较多 ,有无机锌 (由于其副作用大 ,现已很

少使用) 、有机锌 (如葡萄糖酸锌) 、生物锌 (如锌酵

母) 。为探讨不同补锌制剂对幼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

促进儿童身体健康 ,我们对锌酵母与有机锌制剂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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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111 　对象 　宜昌市城区 4 所幼儿园年龄在 215～

315 岁的入园新生。主要观察指标 :身高、体重、发

锌、发铁、发铜、发镁、发钙 ,幼儿注意力、食欲改善状

况及常见病患病情况。

112 　调查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宜昌市城

区 4 所幼儿园 (市中心 3 所 ,靠近郊区 1 所) 482 名年

龄在 215～315 岁的入园新生 ,将研究对象随机分成

3 组 ,即锌酵母制剂组、有机锌制剂 —葡萄糖酸锌组

和对照组 ,所有儿童食普通膳食。锌酵母制剂组每

人每日供给锌酵母制剂 4 g (含锌 4 mg ,微酸甜黄色

粉状颗粒) ,葡萄糖酸锌组每人每日供给葡萄糖酸锌

4 g(含锌 4 mg ,微酸甜黄色粉状颗粒) 。实验前对老

师进行服药和调查方法的统一培训 ,采用双盲法由

老师每日将锌制剂分发给幼儿当即服下 ,每周为 1

疗程 ,逢双休日分别于本周五和下周一多服 4 mg

锌 ,实验期为 4 周。被调查儿童实验期内一日三餐

均在所入托的幼儿园进食。于入园时即补锌前和入

园后半年即补锌后对 3 组幼儿进行身高、体重的测

量 ,并对其头发中 5 种营养元素钙、镁、锌、铁、铜的

含量进行检测。请老师对幼儿注意力、食欲状况及

常见病 (如感冒、腹泻等) 患病情况在问卷调查表上

作客观记录 ;对上述各项指标作动态观察。采枕后

贴头皮处 2～3 cm 长的头发 1 g 测锌、铁、铜、镁、钙

等 5 种元素。身高 (cm) 用标尺测量 ,体重 (kg) 用磅

秤测量 ,均由儿童少年卫生专业人员统一检测。元

素含量采用 WFX2IC , ID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北

京第二光学仪器厂)检测。

113 　评价标准与方法 　身高、体重采用世界卫生组

织 (WHO)推荐的“0～18 岁儿童身高、体重参考值及

评价标准”,
[2 ]头发中 5 种元素含量的评价标准采用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在本地区儿童中进行抽样调查后

确定的正常值。幼儿食欲状况判断方法 :215 岁幼

儿每餐进主食 50 g(含 50 g) 以上为“好”,25 g(含 25

g)～50 g 为“一般”,25 g(不含 25 g)以下为“差”;3～

315 岁幼儿每餐进主食 75 g(含 75 g)以上为“好”,50

g(含 50 g)～75 g 为“一般”,50 g (不含 50 g) 以下为

“差”。常见病患病情况判断方法 :“经常”指半年内

连续发生 4 次以上感冒等疾病 ;“有时”指半年内连

续发生 2～3 次感冒等疾病 ;“极少”指半年内发生 1

次感冒等疾病。注意力按幼儿集中注意力的实际时

间分别记录为 10 min 以下、10～20 min 和 20 min 以

上。

11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SPSSΠDE 进行数据库的

录入 ,经过核对 ,逻辑检查后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010 统计软件包完成 ,率的比较用χ2 检验 ;多组样

本均数的比较采用 f 检验 ,配对资料的两两比较采

用 t 检验。由于现场调查的 482 名幼儿中有 32 名

儿童因缺课、转园等因素导致其调查或体检资料不

完整 ,因此 ,对全程参与动态观察的 450 名幼儿的调

查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

2 　结果　本次调查的 450 名儿童中 ,215 岁幼儿 44

名 ,占 9178 % ,3 岁幼儿 318 名 ,占 70167 % ,315 岁幼

儿 88 名 ,占 19155 % ;男孩 226 名 ,占 50122 % ,女孩

224 名 ,占 49178 %。

211 　幼儿补锌前后身高发育动态　各组幼儿在入

园前 (补锌前)身高差异无显著性。入园时和入园后

半年 3 组不同性别各年龄段身高增长均值相比 ,依

次是锌酵母制剂组 > 葡萄糖酸锌组 > 对照组。经 f

检验 , P < 0101。锌酵母制剂组和葡萄糖酸锌组分

别与对照组相同年龄段进行比较 ,除葡萄糖酸锌组

315 岁段组 ( P < 0105) 外 ,其余各年龄段组比较 ,差

异均具有非常显著性 ( P < 0101) 。锌酵母制剂组与

葡萄糖酸锌组相同年龄段之间进行比较 ,215 岁组

和 3 岁女童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 , P < 0105 ;其余各

组均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 ( P < 0101) ,见表 1。

表 1 　幼儿补锌前后身高发育动态 ( �x ±s) cm

年龄

岁

例

数

对照组

增长值

例

数

锌酵母制剂

增长值

例

数

葡萄糖酸锌组

增长值

男 2. 5 6 5. 73 ±1. 42 11 7. 02 ±0. 95 (2 ,3) 6 6. 60 ±1. 64 (2)

3. 0 36 5. 03 ±1. 98 57 7. 08 ±0. 56 (2 ,4) 59 6. 44 ±2. 30 (2)

3. 5 28 6. 15 ±2. 12 12 7. 15 ±0. 22 (2 ,4) 11 6. 47 ±0. 64 (1)

女 2. 5 6 5. 72 ±2. 18 5 6. 88 ±0. 18 (2 ,3) 10 6. 53 ±0. 52 (2)

3. 0 41 4. 26 ±1. 28 74 6. 93 ±0. 45 (2 ,3) 51 6. 31 ±0. 80 (2)

3. 5 15 5. 59 ±1. 60 9 8. 38 ±3. 20 (2 ,4) 13 6. 47 ±0. 60 (2)

注 : (1)与对照组比 P < 0105 , (2) 与对照组比 P < 0101 , (3) 与葡萄糖

酸锌组比 P < 0105 , (4)与葡萄糖酸锌组比 P < 0101。

212 　幼儿补锌前后体重发育动态　各组幼儿在入

园时 (补锌前)体重差异也无显著性。入园时和入园

后半年 3 组不同性别各年龄段体重增长均值相比 ,

锌酵母制剂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

( P < 0101) ;与葡萄糖酸锌组比较 3 岁组差异具有非

常显著性 ( P < 0101) ;315 岁组和女性 215 岁组间差异

有显著性 P < 0105。葡萄糖酸锌组和对照组比较 ,部

分年龄段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 P < 0105(见表 2) 。

213 　幼儿补锌前后头发中 5 种元素含量比较　由

表 3 可知 ,补锌前各组幼儿发锌、铁、铜、钙、镁含量

差异均无显著性。各组幼儿在补锌前普遍缺锌 ,补

锌前后幼儿发锌均值升高情况差别较大 ,锌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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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幼儿补锌前后体重发育动态 ( �x ±s) kg

年龄

岁

例

数

对照组

增长值

例

数

锌酵母制剂

增长值

例

数

葡萄糖酸锌组

增长值

男 2. 5 6 1. 52 ±0. 39 11 1. 99 ±0. 35 (1) 6 2. 00 ±0. 84 (1)

3 36 1. 97 ±0. 58 57 2. 44 ±0. 65 (2 ,4) 59 2. 00 ±0. 91

3. 5 28 1. 62 ±0. 77 12 2. 28 ±0. 78 (2 ,3) 11 2. 05 ±0. 49 (1)

女 2. 5 6 1. 51 ±0. 74 5 2. 16 ±0. 15 (2 ,3) 10 1. 92 ±0. 65 (1)

3 41 1. 94 ±0. 89 74 2. 54 ±0. 82 (2 ,4) 51 2. 06 ±0. 47

3. 5 15 1. 82 ±0. 92 9 2. 55 ±0. 77 (2 ,3) 13 2. 25 ±0. 18 (1)

注 : (1)与对照组比 P < 0105 , (2) 与对照组比 P < 0101 , (3) 与葡萄糖

酸锌组比 P < 0105 , (4)与葡萄糖酸锌组比 P < 0101。

制剂组发锌均值升高 26145μgΠg ;葡萄糖酸锌组发

锌均值升高 11130μgΠg ;对照组发锌均值升高 7115

μgΠg。补锌后各组幼儿发锌含量差异有非常显著

性 ,经 t 检验 , P < 01001。各组幼儿缺铜现象最为

普遍和严重 ,补锌后 ,发铜均值虽然都有所升高 ,但

仍达不到正常范围。锌酵母制剂组与葡萄糖酸锌组

相比 ,幼儿发铜含量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 P < 0101) ,

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5) 。各组幼

儿缺铁现象也较为普遍 ,补锌前后幼儿发铁均值亦

有所不同 ,锌酵母制剂组发铁均值升高 3113μgΠg ;

对照组发铁均值升高 2168μgΠg ;葡萄糖酸锌组发铁

均值没有升高而略有降低 (0109μgΠg) 。锌酵母制剂

组与葡萄糖酸锌组相比 ,幼儿发铁含量差异有非常

显著性 ( P < 0101) ,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5) 。3 组幼儿缺钙者都较少 ,对照组补锌前后

发钙均值变化较小 ,葡萄糖酸锌组发钙均值却在补

锌后略有降低 ,补锌后 ,锌酵母制剂组与葡萄糖酸锌

组和对照组的发钙含量进行两两比较 ,差异均有非

常显著性 ( P < 0101) 。3 组幼儿缺镁者极少 ,补锌后

葡萄糖酸锌组发镁均值升高较另 2 组大 ,对其补锌

后的发镁含量进行两两比较 ,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

( P < 0101) 。

表 3 　幼儿补锌前后头发中 5 种营养元素含量比较 ( �x ±s) μgΠg

营养元

素含量

对照组 ( n = 132) 锌酵母制剂组 ( n = 168) 葡萄糖酸锌组 ( n = 150)

入园时 入园半年 补锌前 补锌后 补锌前 补锌后

锌 96. 26 ±25. 10 103. 41 ±21. 82 97. 04 ±15. 53 123. 49 ±11. 11
(2 ,3) 100. 54 ±27. 49 111. 84 ±18. 97

(2)

铜 4. 47 ±1. 79 4. 78 ±1. 00 4. 33 ±0. 88 5. 03 ±0. 71
(1 ,3) 4. 66 ±1. 74 4. 78 ±1. 21

钙 492. 06 ±150. 65 494. 02 ±128. 62 491. 49 ±111. 32 515. 33 ±95. 66
(2 ,3) 452. 36 ±96. 01 452. 67 ±91. 91

(2)

镁 138. 16 ±23. 44 143. 99 ±22. 03 135. 35 ±24. 75 141. 21 ±21. 76
(3) 135. 80 ±21. 34 156. 69 ±139. 65

铁 14. 66 ±4. 67 17. 34 ±4. 20 14. 93 ±5. 16 18. 06 ±4. 09
(1 ,3) 13. 89 ±3. 08 13. 80 ±2. 57

注 : (1)与对照组比 P < 0105 ; (2)与对照组比 P < 0101 ; (3)与葡萄糖酸锌组比 P < 0101。

214 　幼儿补锌前后注意力集中情况比较　锌酵母

制剂组和葡萄糖酸锌组幼儿在补锌后注意力集中的

时间均较补锌前有所延长 ,锌酵母制剂组和葡萄糖

酸锌组幼儿补锌前后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差异均有显

著性 (χ2
= 211628 , P < 01001 ;χ2

= 81923 , P < 0105) ,

但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 ,经χ2 检验 , P > 0105。将 3

组幼儿入园半年 (或补锌后)集中注意力情况进行两

两比较 ,锌酵母制剂组与葡萄糖酸锌组差异有显著

性 (χ2 = 81000 , P < 0101) 。锌酵母制剂组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χ2
= 141382 , P < 01001) ;葡

萄糖酸锌组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有显著性 (χ2
=

71881 , P < 0101) ,见表 4。

215 　各组幼儿补锌前后食欲状况对比　补锌前后

各组幼儿食欲状况的改善有较大差别 (见表 5) ,锌

酵母制剂组大部分幼儿的食欲状况明显好转 ,经χ2

检验 ,差异有显著性 (χ2 = 89115 , P < 01001) ,葡萄糖

酸锌组次之 ,但差异无显著性 (χ2
= 41292 , P >

0105) ,对照组变化不大 ,经χ2 检验 , P > 0105 ,将 3

组幼儿食欲状况的改善进行两两比较 ,锌酵母制剂

组与葡萄糖酸锌组及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

性 (χ2 = 291018 , P < 01001 ,χ2 = 341886 , P < 01001) ;

葡萄糖酸锌组与对照组比差异有显著性 (χ2
=

61819 , P < 0105) 。

表 4 　幼儿补锌前后注意力集中情况比较

注意力

对照组 (132 人) 锌酵母制剂组 (168 人) 葡萄糖酸锌组 (150 人)

入园时 入园半年 补锌前 补锌后 补锌前 补锌后

n % n % n % n % n % n %

10 min 以下 86 65. 15 81 61. 36 114 67. 86 70 41. 67
(6 ,1 ,4) 102 68. 00 85 56. 67

(5)

10～20 min 46 34. 85 49 37. 12 51 30. 36 77 45. 83
(6 ,2 ,3) 47 31. 33 59 39. 33

(5 ,1)

20 min 以上 0 - 2 1. 52 3 1. 78 21 12. 50
(2 ,4 ,6) 1 0. 67 6 4. 00

(2 ,6)

注 : (1)与对照组比 P < 0105 , (2)与对照组比 P < 0101 , (3)与葡萄糖酸锌组比 P < 0105 , (4) 与葡萄糖酸锌组比 P < 0101 , (5) 组

内前后比 P < 0105 , (6)组内前后比 P <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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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组幼儿补锌前后食欲状况对比

分组
调查

例数

入园时食欲状况 入园半年食欲状况

好 % 一般 % 差 % 好 % 一般 % 差 %

对照组 132 39 29. 55 87 65. 91 6 4. 54 38 28. 79 90 68. 18 4 3. 03

葡锌组 150 37 24. 67 92 61. 33 21 14. 00 56 37. 33
(1) 76 50. 67

(1) 18 12. 00
(3)

锌酵母制剂 168 41 24. 40 106 63. 10 21 12. 50 106 63. 10
(2) 59 35. 12

(2) 3 1. 78
(2 ,4)

注 : (1)与对照组比 P < 0105 , (2)与对照组比 P < 0101 , (3)与入园时比 P < 0105 , (4)与入园时比 P < 0101。

216 　各组幼儿补锌前后常见病患病情况比较　对

照组在入园时和入园半年相比 ,幼儿患感冒、腹泻濒

次变化不大 (χ2
= 11035 , P > 0105 ;χ2

= 21715 , P >

0105) ,补锌后葡萄糖酸锌组和锌酵母制剂组幼儿患

感冒、腹泻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而且锌酵母制

剂组幼儿感冒、腹泻频次明显降低 (χ2 = 571775 , P

< 01001 ;χ2 = 291451 , P < 01001) ,其效果优于葡萄

糖酸锌组 (χ2
= 151596 , P < 01001 ;χ2

= 41083 , P >

0105) ,见表 6。

表 6 　各组幼儿补锌前后常见病患病情况比较

常见病

病种

患病

频次

对照组 ( n = 132) 锌酵母制剂组 ( n = 168) 葡萄糖酸锌组 ( n = 150)

入园时 入园半年 补锌前 补锌后 补锌前 补锌后

n % n % n % n % n % n %

感冒 经常 13 9. 85 11 8. 33 18 10. 71 5 2. 98
(2 ,4) 18 12. 00 12 8. 00

(1 ,3)

有时 91 68. 94 90 68. 18 106 63. 10 50 29. 76
(2 ,4) 93 62. 00 66 44. 00

(1 ,4)

极少 28 21. 21 31 23. 49 44 26. 19 113 67. 26
(2 ,4) 39 26. 00 72 48. 00

(1 ,3)

腹泻 经常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有时 24 18. 18 22 16. 67 28 16. 67 6 3. 57
(2 ,4) 27 18. 00 13 8. 67

(1 ,3)

极少 108 81. 82 110 83. 33 140 83. 33 162 96. 43
(2 ,4) 123 82. 00 137 91. 33

(2 ,4)

注 : (1)与对照组比 P < 0105 , (2)与对照组比 P < 0101 , (3)与入园时比 P < 0105 , (4)与入园时比 P < 0101。

3 　讨论　由于锌与幼儿身高、体重发育均呈显著正

相关 ,因此 ,适当补锌能促进幼儿正常生长发育。目

前 ,补充微量元素的制剂有 3 种形式 :无机态型、有

机态型和生物态型。[3 ] 生物态型的微量元素酵母既

有微量元素的生物学效应 ,又大大降低了无机态型

微量元素所具有的毒副作用 ,改善了人体的吸收利

用。酵母作为微量元素吸收的载体。不仅富含蛋白

质和 B 族维生素 ,而且酵母蛋白质具有极好的氨基

酸组成配比 ,必需氨基酸含量也较高 ,因此有利于营

养元素在人体的吸收利用。此外酵母细胞还含有α

- 淀粉酶、蛋白酶、半纤维素酶、磷酸酶等 ,有助消化

作用。[4 ]这是有机态微量元素制剂不能相比的。

从各年龄组幼儿补锌前后身高、体重发育动态

来看 ,锌酵母制剂对促进儿童身高、体重的增长效果

明显优于葡萄糖酸锌。由表 3 显示的结果还可看

出 ,使用锌酵母制剂 ,不仅在补锌后发锌含量升高达

正常值效果较为明显 ,且在补锌同时 ,对铜、铁等与

锌有拮抗作用元素的吸收并不产生负面影响 ,反而

有促进发钙、发铜、发铁升高的作用。表明锌酵母制

剂中的酵母在作为锌吸收的载体的同时 ,对钙、铜、

铁的吸收同样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有机锌制剂却没

有该作用。钙、铜、铁都是幼儿生长发育过程所不可

缺少的 ,因此 ,以酵母作载体补锌 ,并非单纯补锌 ,而

是在补锌的同时 ,促进了钙、铜和铁的正常吸收 ,有

利于幼儿的正常生长发育。

缺锌幼儿会产生食欲减退、注意力不集中 ,自我

控制能力差等症状 ,易患感冒和腹泻。微量元素锌

有增进食欲、增强人体免疫机能和促进幼儿智力发

育的作用 ,[5～7 ]因此 ,补锌后锌酵母制剂组和葡萄糖

酸锌组的幼儿食欲状况均有所好转 ,与对照组相比 ,

锌酵母制剂组和葡萄糖酸锌组幼儿集中注意力的时

间也较长 ,幼儿患感冒、腹泻的情况亦有不同程度的

改善。

本研究结果表明锌酵母较有机锌能更好地促进

儿童正常生长发育。

[致谢 :本研究的现场调查与检验得到湖北省宜昌市卫生防疫站李

枝金、佟荟、贺园园、望宏玉、刘文芳、王德金、张瑞菊、周秀丽、

许宝华、吴谨呈、戚玉群等同志和宜昌市妇幼保健院的大力协

助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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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食品卫生保障行动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 (2004) 2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五·一”黄金周即将来临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更好地贯彻实施《食品卫生法》,落实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 ,我部决定以旅游景点餐饮卫生和食品商场 (超市) 散装食品为重点开展食品卫生保

障专项检查活动 (以下简称专项检查)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突出重点。旅游景点餐饮卫生专项检查的重点为 :卫生许可证合法情况 ;卫生管理制度和执行情

况 ;从业人员知识培训和实施效果情况 ;食品原料及其来源情况 ;有毒有害物和食品添加剂存放情况 ;经营

场所设施、设备和环境卫生情况 ;饮用水卫生情况。食品商场 (超市) 散装食品卫生管理专项检查的重点为 :

散装食品索证情况 ;经营场所散装食品标签标注生产日期、生产单位和地址、保质期限等情况 ;销售的散装

食品建立专人负责制度落实情况 ;防尘材料遮盖和隔离情况 ;对超过保质期限散装食品的处理情况等。

二、落实责任。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主要领导要认真做好专项检查的组织工作 ,要明确工作任务和目标 ,

精心组织 ,落实责任制 ,做到任务到岗 ,责任到人 ,确保专项检查活动取得实效。

三、加强宣传。各地要将本次专项检查活动作为体现卫生执法监督工作力度的一次重要行动 ,要主动

与新闻单位联系 ,争取支持 ,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

四、加强部门间配合与协作。各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要及时向政府汇报食品卫生情况 ,邀请人大、政

府、政协的领导参与食品卫生监督执法活动 ,帮助解决影响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食品卫生问题。要重视和发

挥各相关部门对食品卫生监管方面的积极性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和配合 ,联合食品生产、流通主管部门

和消费者协会参与食品卫生专项检查活动。

五、认真受理投诉和举报。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重视消费者举报和投诉 ,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

果 ,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重点查处大案要案 ,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执行中的具体事项请与我部监督司联系。

联系人 :胡学珍、张玲萍

电 　话 :68792406 ,68792403 , 电子邮箱 : litr @moh. gov. cn

传 　真 :68792408

卫 生 部 办 公 厅

二 ○○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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