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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河北省农村餐饮业卫生许可现状 ,探讨农村餐饮业卫生许可监管的内容和方法 ,加强农村餐

饮业卫生许可监督管理。方法 　于 2005 年对河北省 400 家农村餐饮单位卫生许可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结果 　

河北省农村餐饮业整体卫生许可现状不容乐观 ,400 家餐饮单位中 24 项检查内容全部合格的只有 95 家 ,仅占

23175 %。结论 　尽快制定适合于农村餐饮业的卫生规范及标准 ,加大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力度 ,开展农村餐饮业

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落实预防性卫生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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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know the present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side restaurants in Hebei ,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sanitary supervision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restaurants.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sanitation of 400 countryside restaurants in Hebei Province in 2005. Results 　The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the situation was

serious. Only 95 (23175 %) in the 400 restaurants met all the 24 sanitary standards demanded. Conclusion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specific hygienic regulation for countryside restaurants , the food hygiene knowledge , classify the grade of countryside

restaurants and execute early hygienic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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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餐饮业规模不

断扩大 ,随之而来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也日益显现 ,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 ,加强农村餐饮业卫生

许可的监督管理 ,改善农村餐饮业整体卫生状况 ,有

效预防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患 ,成为关系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2005 年我们对河北省部分农

村餐饮业卫生许可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现就检查

情况汇总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1 　检查对象 　从全省 11 个市中随机抽取 4 个

市 ,每市从所辖县随机抽取乡 (镇) 、村的小吃店、快

餐店、火锅店等农村餐饮单位 100 家。

112 　检查方法 　采用卫生部制定的《卫生许可情况

检查表》,由被检查地卫生监督人员对被检查单位进

行现场监督检查 ,现场填表 ,由专人对材料进行整

理、汇总、计算机录入 ,得到有效检查表 400 份。

113 　检查内容 　此次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400 家农

村餐饮单位的内外环境卫生、建筑与布局、加工用

水、食品加工流程、卫生设施及设备、从业人员健康

体检及培训情况、卫生许可证、食盐含碘量共 8 个环

节 24 项内容见表 1。

2 　结果与分析

211 　一般情况 　河北省农村餐饮单位从业人员多

为 2 至 3 人的家庭式小吃店、快餐店及火锅店 ,卫生

设施及设备不健全 ,结构布局及加工流程不合理 ,从

业人员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食品卫生知识缺乏 ,上岗

前大多未接受过卫生知识培训。以上问题的存在 ,

给农村餐饮业带来巨大的食品卫生安全隐患 ,在检

查的 400 家农村餐饮单位中 ,8 个监督环节 24 项检

查项目全部合格的有 95 家 ,占 23175 % ,每个监督检

查环节合格情况见表 1。

212 　卫生设施及设备 　在 8 个监督环节中 ,卫生设

施及设备总体合格率最低 ,仅为 25150 %。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从业人员无专用更衣室 ;防蝇、防鼠、防

尘设施不健全 ;洗手消毒设施不完善 ;用于餐饮具清

洗消毒的水池与清洗蔬菜、肉类等其他食品的水池

混用 ;餐具贮存设施达不到保洁要求 ;凉菜间内卫生

设施不健全 ,不能达到专间、专人、专用的卫生要求 ,

存在交叉污染的可能 ;食品库房通风不良 ,均无机械

排风装置 ;废弃物存放设施不密闭 ,外观污秽不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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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00 家农村餐饮单位卫生许可情况监督检查结果
检查环节 项目　　　　　　　　　　　 检查指标 合格单位数 合格率 %

环境 11 加工场所内外是否整洁 是、否 364 91100

布局
21 是否远离污染源 ,距离暴露垃圾场等污染源是否达到规定距离
31 加工场所是否按原料、半成品、成品顺序予以布局

是、否
是、否

317 79125

生产用水
41 用水是否符合 GB 5749 之规定
51 是否有污水排放设施

是、否
是、否

358 89150

工艺流程
61 是否按生产工艺的先后次序设计工艺流程
71 食品加工场所是否与容器清洗、消毒等工序分开设置
81 原料处理、半成品处理和成品存放是否存在交叉污染过程

是、否
是、否
是、否

258 64150

卫生设施及
设备

91 是否有三防设施 (防蝇、防鼠、防尘)

101 是否有更衣设施
111 是否有容器清洗消毒设施并按要求设置
121 是否有垃圾存放设施且外观无污损
131 库房是否有通风设施
141 需要冷藏的食品是否有相应的冷藏设施
151 是否有容器清洗消毒设施并按要求设置
161 冷荤间是否做到五专 (专人、专间、专用工具、专用冷藏设施、专用洗手消毒设施)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102 25150

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及培
训情况

171 从业人员是否有健康证明
181 在岗人员工作服帽穿戴是否整洁
191 从事直接与原料、半成品和成品接触工作的人员是否戴有饰物
201 从业人员上岗是否经过卫生知识培训 (是否有记录)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255 63175

卫生许可证
211 是否有伪造、出借、涂改现象
221 是否有超许可项目范围经营
231 是否在有效期内

是、否
是、否
是、否

356 89100

食盐 241 食盐中碘含量测定是否符合卫生标准 是、否 380 95100

注 :合格单位数为检查环节中检查项目全部合格数

213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及培训 　从业人员健康体

检及培训情况全部合格的有 255 家 ,占 63175 %。该

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卫生管理制度不健全 ,没有

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新参加工作或临

时参加工作人员无健康合格证明的情况普遍存在 ;

直接与食品接触的工作人员戴耳环、戒指等饰物 ;从

业人员工作服帽穿戴不洁 ,不能做到定期更换。

214 　加工流程及布局 　在所检查的单位中 ,加工流

程全部符合卫生要求的有 258 家 ,占 64150 %。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 :原料处理、食品加工、餐饮具清洗、保

洁等工艺流程布置不合理 ,不能严格做到原料与成

品、生食与熟食分开 ,生、熟食品混放现象较为普遍。

加工场所内动物性食品与植物性食品的清洗加工区

域无明显的分区 ,用于加工动物性食品、植物性食品

的工具无相应的标识。

215 　卫生许可证 　不及时办理卫生许可证是当前

农村餐饮业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农村餐饮单位经

营者卫生知识相对缺乏 ,许多餐饮单位经营者开业

时不清楚需要办理哪些证件 ,以至于不办理卫生许

可证就开始营业 ;还有部分餐饮单位卫生许可证到

期后不及时更换 ,继续使用旧证。

216 　从检查情况来看 ,笔者认为存在以上问题的原

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农村餐饮业消费人群整体生活

水平及卫生安全意识相对较低 ,在就餐时考虑价格

因素较多 ,对就餐环境及卫生条件要求不高。二是

餐饮单位经营者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不能严格按照

食品卫生法律法规办事 ,从节省成本的目的出发 ,不

进行硬件设施的投入 ,卫生设施及设备简陋。三是

农村餐饮单位从业人员多为当地农民 ,卫生知识严

重缺乏 ,受当地卫生习惯影响较大 ,再加上从业人员

工作不固定 ,经常更换 ,在短期内改掉不良卫生习惯

较困难 ,造成农村餐饮业从业人员整体卫生水平较

低。四是基层卫生监督部门卫生监督人员数量少 ,

经费不足 ,存在卫生监督的盲区。五是缺乏完全适

合农村餐饮业的卫生法规、规范及标准 ,现行的餐饮

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及其相关的规范、标准中的有

关规定 ,相对于农村餐饮业来说要求较高 ,农村餐饮

业很难达到 ,导致卫生执法人员在执法工作中存在

随意性 ,不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事 ,对农村餐

饮业的卫生许可把关不严。

3 　对策与建议

制定农村餐饮业卫生规范及标准 ,加快农村餐

饮业相关政策法规建设。从我国农村整体经济水平

及现状来看 ,现行的一些卫生法律、规章、规范及其

标准 ,不太适合农村餐饮业 ,目前还没有一个适合农

村餐饮业实际情况的政策法规及卫生标准 ,尽快出

台农村餐饮业卫生规范及标准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

不但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餐饮业卫生现状 ,还可提

高基层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规范执法行为。

完善预防性卫生监督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促进

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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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法》第 33 条第 4 项食品卫生监督职责中明

确规定 ,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建、扩建、改建工

程的选址和设计进行卫生审查 ,并参加工程验收。

由于缺乏预防性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或其他配套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 ,该项工作在河北甚至全国一直没

有得到很好的开展。尽快出台与餐饮业预防性卫生

监督相关的政策法规 ,可有效避免餐饮业基础设施

及结构布局建成后改造难的现象 ,解决餐饮业卫生

许可时出现的结构布局不合理 ,各项配套设施不完

善的问题 ,促进餐饮业的卫生许可及监督管理工作。

强化农村餐饮业经营者、从业人员以及消费者

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 ,确保农村餐饮业食品卫生安

全。农村餐饮业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 ,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要彻底改变

农村餐饮业现状 ,就要加大对餐饮单位经营者及其

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提高他们的食品卫生安全意

识 ,使其从被动接受监督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 ,自觉

按照食品卫生法律法规办事。加大食品卫生安全知

识的宣传力度 ,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

安全知识水平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监督部门

要深入广大农村地区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

途径 ,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定期开展食品卫生知识

宣传活动 ,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不到无卫生许可证或

卫生许可条件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餐饮单位就餐 ,使

那些卫生许可条件较差的单位失去存在的土壤。

推进农村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形成农村

餐饮业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机制。严格按照餐饮业

卫生许可审查及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表的要求

去做 ,可进一步规范餐饮单位食品加工过程。现行

的餐饮业卫生许可审查量化评分表 ,部分监督项目

不太适合农村餐饮业使用 ,尽快制定适合农村餐饮

单位的量化评分表 ,推进中、小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

工作 ,逐步开展农村餐饮单位的量化分级管理 ,推出

一些让人民群众放心的 A 级餐饮单位 ,淘汰不符合

卫生条件的 D 级单位 ,进一步规范 B、C 级餐饮单

位 ,既能提高卫生监督效率 ,又能有效促进餐饮单位

的自身管理 , 极大改善餐饮单位的卫生状况 ,引导

消费者明白消费 ,健康消费。

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规范农村餐饮业卫生

许可及经营行为。在基层卫生监督力量较薄弱的情

况下 ,联合政府、工商、公安等部门 ,不定期地开展农

村餐饮业专项整治工作 ,各部门在分工协作的基础

上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事 ,严谨和公正地执

法 ,对无证单位坚决予以取缔 ,对不符合食品卫生许

可条件的餐饮单位不予办证 ,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的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单位要求其立即整改 ,从根本

上改善农村餐饮业的整体卫生许可状况 ,使其逐步

进入规范和良性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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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 + 水作为流动相 ,在此条件下 ,溶剂中甲醇的浓度

对色谱峰的峰形影响较小。

原国标方法中用 4 ml 乙腈进行免疫亲和柱的

洗脱 ,氮气吹至近干后用低于 10 %的乙腈进行溶解

作为供试品溶液。该步骤中不仅用到毒性较大的乙

腈 ,还涉及到氮吹仪的操作 ,而且氮气吹结果的好坏

直接影响最终测定结果的准确与否。本文经研究证

明 ,仅用 1 ml 甲醇进行洗脱即可将黄曲霉毒素 M1

洗脱完全 ,而且洗脱液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浓缩 ,这

样不仅避免了乙腈的使用 ,节省了溶剂 ,还省却了氮

吹的步骤 ,既保证了测定结果的准确可靠 ,又使得整

个操作流程的时间缩短 ,适合于大批量样品的检测。

采用本文所述方法 ,可以检测到浓度低至 011

μgΠL的黄曲霉毒素 M1 ,即乳粉的最低检测限可达

0104μgΠkg ,乳中的最低检测限可达 01004μgΠL。

由于黄曲霉毒素系毒性较强的物质 ,操作者需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所有实验器皿需经次氯酸钠

溶液处理后方可再次使用或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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