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五卷 第四期

年 月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丫 ,

市售五类食品掺伪监测报告

马宁宁 张新若 河北省邯郸市卫 生防疫站

为加强食品卫生质量控制
,

了解食品掺伪状况
,

以便

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 的卫生监督
,

我们于 年

底一 年初分别对市场上销售的味精等五类食品进行

了掺伪监测
,

共抽样 份
,

现将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样品有源 五类食品 份样品 除木耳外
,

味

精
、

山植制品
、

桔汁
、

奶粉均为定型包装 采自本市

个副食
、

蔬菜门市及 个集贸市场的销售摊点
,

份样

品的产地
、

品种不重复
。

监测内容和方法 木耳
、

山植制品
、

桔汁三类食

品的检验项 目和方法参照 《食品掺伪检验方法 》 〔 〕进

行 奶粉中脂肪
、

蔗糖 味精中鼓酸钠
、

氯化钠 桔汁中

总糖
、

蔗糖
、

糖精的含量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食

品卫生检验方法 理化部分 〔 〕进行
。

结果与分析

木 耳 抽 样 份 有 份掺 伪
,

掺 伪率 为

掺伪情况见表
。

掺伪物质主要是糖
、

盐
、

硫酸

镁
、

小苏打
、

明矾等
,

这些掺伪木耳 的吸水量仅有
一 平均为

。

份正常的木耳吸水量为

一 门匆 平均为
。

表 份味精监测结果

类别

合格

不合格

份数

教酸钠

范围 均值

一

一

氯化钠

范围 均值

一

一

山植制品 糕
、

条
、

片
,

抽样 份
,

根据监测

结果 全部掺入淀粉
,

并使用人工合成色素 胭脂红
、

其中有一份是以淀粉
、

酸味剂
、

香精
、

色素为原料加工的

假冒山檀糕
。

奶粉抽样 份
,

其中 份全脂奶粉不仅脂肪含

量低 而且都掺人蔗糖
。

份全脂加糖奶粉
,

有一份脂肪

低于标准
,

蔗糖超标 监测结果见表
。

表 份奶粉监侧结果

脂肪 〕 蔗糖 殉

样品名称 份数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全脂奶粉 ” 一
一

一 加 ,

全脂加糖奶粉 一 加 一 加

汽匕月马耳精木味

招伪物

籍

盐

明矾 糖

墨汁 硫酸镁 糖

小苏达 硫酸镁 俪

盐卤 硫酸镁 糖

份木耳珍伪物质情况

份数 吸水量 《浏 伪 酬 占总诊伪 气

一 一

一 印 一 日

石

一 一

一 一

桔汁抽样 份
,

因 目前尚无国家标准
,

除
“

三

精水
‘

外暂视为合格
。

其中用香精
、

糖精
、

色素
、

酸味剂

及少量的蔗糖兑制的假冒桔汁有 份
,

占 表
。

五类 份食品的掺伪监测结果 吸表
,

合格的仅

有 份
,

合格率
。

表 五类食品监测结果

样品名称 监测份数 合格份数 合格率

味精抽样 份 标志鼓酸钠含量分别为
、

、

三种规格
,

不合格的有 份 占 主

要是掺人大量的氯化钠 表
。

山植制品

奶 粉

桔 汁

合 计

﹄匕

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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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份桔汁监测结果

总糖 蔗糖 还原糖 糖精 叭
样品名称

鲜桔汁

份数 范围

浓缩桔汁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一

一

一

一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田 一

一

均值

勺口‘︺

讨论与建议

根据五类 份样品的监测结果
,

有 份掺伪
,

掺伪率
,

掺伪状况十分严重
。

木耳的掺伪率为

是 以增重盈利为 目的 在木耳 中掺人一些廉价的物

质
。

从吸水量结果分析
,

正常木耳是掺伪木耳的

倍
,

即 克掺伪木耳仅相当于 克正常木耳
。

味精的

掺伪率为 掺伪的味精熬酸钠含量低于所标志的含

量 一 而氯化钠含量则高达
。

山

植制品的掺伪率为 不同程度地掺人了淀粉和人工合

成色素 奶粉的掺伪率为
,

主要是全脂奶粉掺人大

量的蔗糖 一 而脂肪含量均低于国家标准

一
。

桔汁用
“
三精水

’

假冒的占 ,

监测结果说明 所谓的浓缩桔汁都未经浓缩 而且总糖含

量最低仅有
。

市场所销售的桔汁都标明浓缩桔汁或鲜桔汁
,

但

有些并不含原汁 有的假冒桔汁其厂家是冒名的
。

目前国

家尚未制定桔汁类食品的有关标准
,

对于此类食品生产销

售的监督管理及监测缺乏技术规范
,

尤其是对含一部分原

汁的浓缩桔汁或鲜桔汁更难以查处 急需制定相应的标准

及管理办法
。

五类食品的监测结果
,

虽不能说明所有食品的掺

伪状况
,

但说明在食品生产和销售流通领域存在着比较严

重的失控角落 为牟取暴利而在食品中掺杂
、

掺假和伪造

的非法经营活动屡有发生
,

严重地影响食品卫生
,

损害了

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

除上述社会原因之外 目前的监督力

量薄弱
、

监测仪器落后
、

购销渠道 混乱
、

缺乏必要的管

理手段
、

食品企业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等很不适应商品经

济的发展
,

也是导致 目前食品掺伪现象严重失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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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系统检验结果
,

可以确认本次食物中毒是因食用霉变

甘蔗所致
。

〔,
、 、

〕

霉变甘蔗中毒高发于每年的 一 月份
、

往往同

批甘蔗中仅少数甘蔗的个别段节有毒
,

〔 〕本次食物中

毒的特征与之相符

水果库于 年 月 日自广东省购进一车皮

甘蔗 约 万公斤
。

何某批购后
,

存放于冷暗潮湿的厨

房
,

给节菱抱的繁殖产毒创造了条件
,

是导致本起中毒的

一个重要因素
。

对于霉变甘蔗中毒的病因
,

我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不尽相同
。

〔
、

〕但本实验的结果证实
、

节菱抱及其代

谢产物一 确系该中毒的病原菌及致病毒紊

由于此类中毒的病死率高
,

危害甚大
,

应引起各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各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应在甘蔗中

毒的高发季节
,

加强对甘蔗贮运
,

销售各环节的监督指导

及监测工作
,

严禁霉变甘蔗上市
。

同时
、

要大力开展宣传

教育工作
,

提高广大消费者的自我保健意识
,

不购食霉变

甘蔗
,

杜绝此类中毒的发生
。

本文蒙王富昌副主任医师审阅指正
,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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