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抽检结果持有异议 ,与卫生行政机关就检测采样

环节是否违规操作发生争议 ,由于新闻媒体的参与 ,

认为侵犯了其名誉权 ,属民事行为 ,从而引发了民事

案件中的名誉权纠纷。作为受卫生行政机关委托的

案件诉讼代理人 ,笔者参与了整个案件诉讼的全过

程 ,通过对本案的全面分析总结 ,主要有以下体会和

教训。

(1) 卫生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

工作程序进行 ,操作符合工作规范要求 ,切实提高执

法水平和工作质量 ,切不可随意简化程序违规操作 ,

造成工作程序违法。同时应避免因工作质量不高、

操作不规范造成不必要的诉讼和争议 ,以免使行政

机关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工作陷入被动。

(2) 撰写制作行政文件和执法文书时 ,对事实

表述一定要客观、公正、准确 ,用语要规范 ,使用法律

语言 ,文书制作主体要合法 ,力求全面完整、真实可

靠。上报、下达、发布的行政文件或对外出具的检验

报告、鉴定结论等法律文书要严格内部审批制度 ,逐

级审查签字批准 ,必要时加盖单位公章。

(3) 为新闻单位撰写涉及工作内容的稿件时 ,

或因工作需要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以及行使出证权力

等职权行为时 ,必须由单位审查推荐并加盖公章 ,或

受单位主要领导授权方可实施 ,切不可自作主张 ,以

免因个人行为对工作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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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重庆市餐饮业的卫生监督管理 ,贯彻落

实《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食品卫

生许可证管理办法》和《饭馆 (餐厅) 卫生标准》以及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有关要求 ,防止餐饮单位超

规模、超负荷接待集体定餐 ,预防食物中毒、食源性

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引导消费者科学选择就餐单位 ,

重庆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于 2005 - 2006 年对接待

集体定餐的餐饮单位开展接待能力专项调查 ,并制

定重庆市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大能力核定办

法。由卫生行政部门对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大

能力按统一标准进行核定 ,发放餐饮单位食品卫生

许可证时 ,在许可项目中注明 ,并向社会公示 ,引导

　　

消费 ,同时接受监督 ,防止因超负荷接待给食品卫

生、安全带来隐患。现将该核定办法陈述如下 ,与同

道商榷 ,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 1 　对象

重庆市行政区域内 ,取得合法经营手续 (卫生许

可证、营业执照等) 、获评食品卫生 A 级、B 级信誉度

并有能力接待集体定餐 (承办 100 人Π次以上的集体

宴席)的餐饮单位。

1. 2 　方法

1. 2. 1 　现场核查 　由卫生监督员对餐饮单位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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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能力进行现场核查 ,核查内容主要有厨房内功

能场所的设置、各功能场所面积、粗加工设施、餐具

洗涤消毒设施、饮食加工设备、就餐场所桌数、食品

卫生信誉度等级 7 个方面。

1. 2. 2 　最大接待能力核定 　按《餐饮业和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卫生规范》、《饭馆 (餐厅) 卫生标准》( GB

16153 —1996) 、《饮食建筑设计规范》(J GJ 64 —1989)

和量化分级的有关要求 ,对餐饮单位现场核查结果

进行审查 ,核定出该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的最大

接待能力。具体为如下 5 个步骤。

(1)计算就餐场所最大面积理论值。由核查的

现有食品处理区面积 ,按《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卫生规范》附件 1“推荐的各类餐饮业场所布局要

求”中的餐厨比 ,计算出该餐饮单位就餐场所最大面

积理论值。

(2)计算最大接待人数理论值。以《饭馆 (餐厅)

卫生标准》GB 16153 —1996 中规定的餐厅每个座椅

平均占地面积不小于 1185 m
2 的标准 ,计算出该餐

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的最大接待人数理论值。

最大接待人数理论值 (人) =
就餐场所最大面积理论值 (m2 )

1185 m2Π人
　　(3)按加工能力修订最大接待人数理论值。根

据该餐饮单位厨房现有功能场所设置、粗加工设施、

餐具洗涤消毒设施、食品加工设备等情况 ,对最大接

待人数理论值进行修订。如根据凉菜间或备餐间的

大小、设施等情况确定最多可一次性准备多少份凉

菜的暂时存放 ,再按一桌一般有 6 个凉菜 ,确定最大

接待桌数。

(4)按餐厅服务能力修订最大接待人数理论值。

根据该餐饮单位实际就餐场所现有面积、桌椅数 ,对

最大接待人数理论值进行修订 ,但不得超出最大接

待人数理论值的 5 %。如该餐饮单位就餐场所最大

面积理论值大于现行实际就餐场所面积 ,则以现行

实际就餐场所面积为准计算最大接待人数。餐饮单

位实际就餐场所面积应为就餐大厅、包间等的面积 ,

不包括供就餐者专用的厕所、休息厅、门厅、走廊 (含

专用通道) 、歌舞厅以及收银台、吧台等。

(5)核定最大接待人数。根据上述两项的修订

结果 ,核定该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的最大接待人

数 ,同时确定最大接待桌数 ,但最大接待桌数核定的

人数不能超出核定的最大接待人数 ,一般每桌的人

数为 10 人。

1. 2. 3 　最大接待能力核定工作记录 　现场核定完

成后 ,将核定的厨房功能场所设置及面积、设施和设

备、就餐场所面积等填入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

大接待能力核定登记表 ,存入餐饮单位分户档案 ,在

日常监督检查中进行动态管理。

1. 2. 4 　最大接待能力核定结果的公告 　卫生行政

部门定期、分批通过新闻媒体 ,网络等形式公告辖区

内 A 级和 B 级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的最大接待

能力 ,并在餐饮单位食品卫生许可证许可项目中注

明经核定的餐饮单位最大接待能力 ,引导消费 ,加强

监督。

2 　结果

2. 1 　在 2005 - 2006 年开展的餐饮单位接待能力专

项调查基础上 ,重庆市卫生局于 2006 年制定了重庆

市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大能力核定办法。

2. 2 　2006 年 10 月 - 2007 年 3 月 ,重庆市已有 8 个

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开展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大

能力核定工作 ,共核定 99 户餐饮单位 (见表 1) ,核

定接待集体定餐最大能力为 60 人Π次～1 560 人Π次 ,

并在各自的卫生监督 (或信息)网上进行了公示。

表 1 　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大能力核定结果

接待集体定

餐最大能力
100 人Π次 <

≤100 人Π次～

≤300 人Π次

< 300 人Π次～

≤500 人Π次

< 500 人Π次～

≤1000 人Π次
> 1000 人Π次 合计

餐饮单位户数 7 44 29 18 1 99

构成比 ( %) 7. 07 44. 44 29. 29 18. 18 1. 01 100

3 　讨论

对餐饮单位的接待集体定餐最大接待能力核定

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 8 条第 2 项

和《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重庆市实施办法》第

20 条要求。核定一次性最大供餐人数 , 是对接办集

体宴席的餐饮单位和集体食堂实施食品卫生行政许

可需进行的现场审查内容。

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大接待能力核定办法

是运用食品卫生标准《饭馆 (餐厅) 卫生标准》GB

16153 —1996 要求开展核定工作 ,并根据餐饮单位的

实际加工经营场所布局、面积、设施设备等进行

修正。

最大接待能力核定工作应与食品卫生量化分级

管理、《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宣贯、

集体用餐备案登记等项工作相结合。加强核定后

的日常监督检查 ,发现超规模、超负荷接待集体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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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餐饮单位 ,应及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第 8 条第 2 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有与生产

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加工、包装、贮存

等厂房或者场所”的要求 ,依法进行查处。

对已核定的餐饮单位最大接待能力必须实行动

态管理 ,因为餐饮单位的加工经营场所布局、面积、

设施设备以及卫生条件时常发生改变 ,其最大接待

能力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应加强宣传 ,做好在餐饮业开展此项工作的宣

传动员 ,提高餐饮单位负责人对此项工作积极意义

的认识 ,争取餐饮业的主动配合和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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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检测作为卫生监督执法的技术支持 ,越来

越受到重视 ,卫生部在《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

见》中明确指出 ,“根据各级卫生监督机构承担的任

务 ,为满足日常卫生监督执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

场处置和重大活动卫生保障的需要 ,配备必要的现

场快速检测设备和防护设备。”卫生部《关于卫生监

督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卫监督发[2006 ]223 号)也

要求“加强卫生监督机构的技术手段和能力建设 ,配

备快速检测设备 ,开展快速检测技术培训 ,规范设备

使用 ,提高执法技术水平”。各地已在按照卫生部的

要求积极配备快速检测设备。但是快速检测标准化

建设却远远落后于检测仪器的发展。因此 ,在当前

加强卫生监督能力建设的同时 ,应加强现场快速检

测的标准化建设。

1 　卫生监督现场快速检测的现状

卫生监督体制改革 (2000 年) 以前 ,各级卫生防

疫机构配备部分现场快速检测设备 ,主要用于环境

卫生、职业卫生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检测 ,作为

实验室检验的辅助手段。

随着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深入 ,特别是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资助的中西部地区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

设项目实施 ,受项目资助的省市县均由项目配发了

部分快速检测仪器。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监督机

构建设指导意见》下发后 ,各地按照指导意见的要

求 ,加强了卫生监督机构的能力建设。天津、北京、

　　

四川、甘肃、浙江、广东、湖南、河南、上海等省市相继

出台了卫生监督机构配备现场快速检测设备的政策

和措施。目前 ,各地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均拥有一定

数量的现场快速检测设备。

2 　当前现场快速检测的标准化现状

目前现场快速检测的标准化除了少数几个检测

方法外几乎是空白。

2. 1 　现场监测的卫生学指标 　现场检测的卫生学

指标除少数属于现场检测专门指标 ,如细菌总数等

外 ,绝大多数尽管有卫生学指标 ,但都是应用实验室

仪器检测获得的结果 ,适用于实验室检测使用 ,是否

适合现场检测仪器的测定结果 ,还有待于比较。目

前 ,大多数单位直接使用已有的卫生学指标作为判

断标准 ,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符合 ,值得商榷。

2. 2 　现场检测仪器 　现场检测仪器如 1 所述 ,各级

卫生监督机构都有一定的现场检测仪器 ,仪器应用

范围涉及食品、环境、化妆品、生活饮用水、学校卫

生、职业卫生、放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及传染病监

督等专业。但是 ,现场检测仪器的标准化还有待加

强 ,一是部分仪器的制造许可问题尚未解决 (如食品

卫生快速检验) ,二是部分仪器的鉴定和校验问题国

内不能解决 (如 ATP 检测仪、傅利叶红外分析仪

等) 。三是日常仪器校验没有规范。

2. 3 　现场检测方法 　目前现场检测方法极为缺乏 ,

除物理指标如温度、风力、气压、热辐射及少数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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