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论著
·

掺伪食品的现状及其管理

朱建如 陈永德 湖北省食品卫 生监督检验所 。。,

摘要 对社会上生产经营掺伪食品的现状进行调查表明
,

掺伪食品的存

在主要由于崎形的消费心理 扭曲的生产经营心理 生产领域的宏观失控 地

方保护和小集体利益 权钱交易 流通环节的不正 当交易 消费者 自我保护意

识差
。

要有效治理掺伪食品
,

必须深化改革
,

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食品卫生法为依据
,

对掺伪者绳之以法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到日于法律和职业

道德教育 定期向社会通报食品掺伪案例 奖励查处掺伪食品有成效的单位

开展鉴别掺伪食品的广泛宣传
,

增强消费者对食品掺伪的鉴别能力
。

关健词 食物掺假 管理程序

近年来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

对食物的要求不但是饱腹
,

而且要营养卫

生
,

这有力地促进了 食品工业的飞速发

展
。

但与其同时
,

有些食品生产经营者为

了牟取暴利
,

不在食品的质量上下功夫
,

而采取不法手段以次充好
,

以假乱真
,

对

食品进行掺伪 掺假
、

掺杂
、

伪造 的总

称
,

而且有些掺伪物质对人体具有毒

性
。

据调查
,

我国掺伪食品 已达 类百

余种
,

掺人物质无奇不有
,

如用工业酒精

兑制白酒
,

已造成数千人中毒
,

数百人死

亡
,

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身体健

康
。

那么
,

是什么原因促使食品掺伪行为

屡次发生
,

食品掺伪的现状如何
,

怎样管

理 笔者对市场掺伪食品进行调查后
、

拟

就这方面问题进行探讳

品应该具备的感官性质和 营养价值的要

求
。

也有少数掺伪者为骗取利润不顾消费

者的健康是否受危害 表
,

如为骗取嗜

酒消费者的
‘

嗡配感 ”而向白酒中加入敌敌

畏
。

目前
,

食品掺伪大概存在以下几种情

况
。

食品种类

粮 食

表 食品掺伪现状表

掺 伪 悄 况

豆及豆制品

食品掺伪的现状

食品掺伪的 目的是为了非法赢利
。

多

数都是 以低价值的成分代替高价值成分
,

其中有很多对消费者健康不构成危害
、

但

绝大多数掺伪都在不同程度上不符合该食

油 脂

新粮中掺陈粮

福米中掺大米

掺称变米

小米加色素

面粉中掺滑石粉
、

大白粉
、

石膏

面条
、

粉丝中掺荧光增白剂

挂面中掺吊白块

粮食中掺砂石

粉条中掺塑料

大豆粉中掺玉米粉

用豆粕冒充大豆制豆腐

干豆腐中掺豆渣
、

玉米面

干豆腐中加色素
、

姜黄
、

地板黄

植物油中掺动物油

香油掺伪

掺酸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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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攀桐油

揍矿物油

珍米汤

毛油 , 充精炼油

蔬菜
、

水果 谧用催熟剂

蔬菜注水

西瓜注水
、

箱精
、

色素

肉及 肉制品 用不新鲜肉

以低价肉 , 充高价肉

用病死畜禽肉 , 充好肉

肉中注水

加色紊

香肠中用过 淀粉

乳及乳制品 牛奶中扮水
、

中和剂
、

米汤
、

豆浆
、

淀粉
、

盐
、

傲
、

防腐剂

加白广告色
、

人畜尿
、

洗衣水

石灰水
、

药物
、

化肥

干 菜 类 加盐卤
、

硫酸镁
、

淀粉
、

食盐
、

糖
、

矾
、

化肥
、

河泥
、

铁屑
、

沥青

伪造发菜

蜂 蜜 揍蔗箱
、

淀粉
、

食盐
、

化肥
、

人工转化箱
、

怡特
、

发醉蜜
、

毒蜜

用非蜂蜜原料伪造

鱼 贝 类 掺变质鱼贝

鱼体注水

〕水发加碱

〕干海米加色索

掺假海蛰

虾昔掺伪

, 虾油掺水

引 掺食用琼脂

酒 类 划 蒸馏酒用兑制酒冒充

工业酒精兑制酒

散白酒兑水

伪造啤酒

白酒加箱

加敌敌畏

饮 料 类 使用非食用色素

掺漂白粉
、

掺洗衣粉

伪造果汁
、

可乐
、

咖啡
、

茶叶

引 加非食用防腐剂

糕 点 加色紊

续表

一一周一一一一一一川一

调 料

调 味 品

添 加 剂

蛋及蛋制品

小 食 品

包 装

魄

箱

其 它

揍异物

假绿豆粉制绿豆糕

凉糕用滑石粉防粘合

用酸败油制作糕点

酸败称变糕点充好糕点

假八角
、

姜粉
、

花椒粉
、

辣椒面

加色紊
、

砖面
、

玉米面

胡椒粉掺伪

告油揍水

假昔油

非发醉法合成醋

雄矿酸酷

味精加石青或小苏达

豆粕制大昔官充大豆制昔

非食用色紊

精精揍蔗糖
、

石青

伪发醉粉

假皮蛋

奥蛋充好蛋

伪造山植糕

伪造山植片

箱葫芦加色素

青红丝加石奋

非食品用塑料充食用塑料袋

用废纸包装食品

使用非食用色紊

甜味剂代精

用非食用防腐剂

掺非食用色紊

掺淆石粉

原箱发醉

食品中加尿素

用人尿生豆芽

粉状或碎颗粒状食品中掺人非该食

品的粉末或颗粒
,

如往味精中掺入白栋
利用糊状

、

膏状或豚状食品的匀质性

掺人非该食品成分 如往蜂蜜中掺白糖
。

液态食品加水稀释
,

或掺人非该食

品的其他液态物
,

如香油中掺非植物油或

其它植物油
。

提高干燥食品水分含量
。

有的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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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晶体物质 盐
、

糖 浸泡后干燥
,

以

提高重量
,

如银耳用卤水
、

糖水浸泡后干

燥
。

以属性不同的低价值物冒充或抽换

高价值食品
,

如用马肉冒充牛肉
。

用色素
、

香精
、

增稠剂等伪装食品
,

如完全没有山植
,

用色素
、

淀粉
、

糖生产假

山植片
。

用非食品添加剂物质改变食品性

状 如往白酒中加入敌敌畏
。

食品掺伪产生的原因

畸形的消费心理 在生活中
,

一些

人喜欢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较好的食品
。

掺

伪食品的生产者紧紧抓住该心理
,

任意改

变生产配方
,

以廉价物取代价格相对较贵

的物品
,

为了不改变外观对其进行粉饰
,

以相对稍低的价格 占领市场
,

争取消费

者
。

如某地查处的某个体户用普通白酒假

冒茅台酒低价倾销
,

非法获利数万元
,

就

是利用消费者上述心理而得逞
。

扭曲的生产经营心理 掺伪者利用

消费者对产品性能缺乏了解进行欺骗
。

食

品种类繁多
,

消费者不可能了解所有产品

的性能并具备鉴别力 掺伪食品生产者或

利用这点欺骗消费者
,

或将低劣的宣传为

正常的
,

或夸大其功能
,

抬高价格
,

使消

费者上当
。

如某地查处的某个体户用自来

水假冒矿泉水非法销售
,

就是利用消费者

对矿泉水性能缺乏了解而得逞
。

热
,

生物型产品热等等
。

掺伪食品也因此

应运而生
。

其二
,

地方保护或小集体利益

是掺伪食品得以生存的温床
。

一些地方政

府从狭隘的地方小团体利益出发
,

对生产

掺伪食品的单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有的

甚至长期无人过问或不愿管理
。

其三
,

权

钱交易
,

为掺伪食品生产经营者广开绿

灯
。

食品从筹建
、

试制
、

投产到进入市场
,

按规定要经过一道道检查监督环节
、

只要

各个职能部门严格把关
,

市场上是不会有

掺伪食品栖身之处的
。

其四
,

流通环节不

正当交易
,

进假销假
。

有些经销单位不严

格执行产品
“
三包

”

规定
,

不索取检验合

格证
,

更有甚者进假销假
,

从中捞取巨额

利润
,

以假充真
,

以劣充优
。

其五
,

消费

者自我保护意识差
。

表现在消费者缺乏食

品营养卫生方面的基本常识 消费者买了

掺伪食品后怕麻烦
,

自认倒霉
,

不投诉举

报
,

或消费者投诉后
,

迟迟得不到解决
,

只好不了了之 消费者自我消费水平低
,

专门购买价格低廉的掺伪食品
,

助长了掺

伪食品的泛滥
。

掺伪食品产生的社会条件

掺伪食品产生的社会条件主要有

点 其一
,

生产领域的宏观失控
。

掺伪食

品的源头在生产环节
。

近几年
,

由于宏观

失控
。

哪些 食品有钱赚
,

企业就一哄而

上
,

曾一度出现了加药食品热
、

微量元素

掺伪食品的处理

食品掺伪的情况复杂
,

对营养与卫生

的影响程度各异
,

本着对人体安全第一
,

尽量挽回损失次之的原则
,

对掺伪食品可

作如下处理
。

对于掺人对人体有显著毒害作用或

具有蓄积性毒性物质
、

潜在性毒物
,

如非

食用防腐剂
、

变质原料等
,

应坚决销毁或

改制非食用
。

对于掺人某种低价 但无毒性的物

质
,

如淀粉
,

应按劣质食品处理
,

由工商

部门强制降价销售
,

销售不了的销毁或改

制非食用原料
。

对于混人可剔除物质且剔除后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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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未受污染的食品
,

可剔除掺人物质后

食用
,

如掺入泥沙的黑木耳
。

掺伪食品的管理对策

食品掺伪是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必然经

过的一个时期
。

因此必须从宏观上和微观

上加强管理
,

以便缩短这个 叫卜常时期 ” ,

尽快地过渡到卫生
、

科学
、

文明生产经营时

期
。

掺伪食品的宏观管理

深化改革
,

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

市场环境

铲除地方保护主义
、

整顿生产流

通秩序

以 《食品卫生法 》 试行 为法律

依据
,

对掺伪者处以重罚

加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 自身管

理
,

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律水平和道

德水平

向社会定期通报食品掺伪案件
,

奖励查处掺伪食品有成效的单位

开展鉴别掺伪食品的广泛宣传
,

增强消费者对食品真伪的鉴别能力
。

掺伪食品的微观管理

完善和提高掺伪食品的快速检测

手段

对掺伪发生率高的食品
,

增加抽

检频率

加强食品生产厂自我监督检验的

能力

提高卫生监督人员和工商管理人

员对掺伪食品的鉴别水平

对集贸市场采取食品监督和工商

管理协作管理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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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适应保健食品的迅速发展
,

本编辑部增编 出版了 《中国食品卫生杂

志 》 年特刊
。

本刊作为全国首届保健食品研讨会论文集
,

对保健食品的

监督管理
、

技术方法
、

调查研究等进行 了探讨
,

旨在促进保健食品正常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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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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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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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味
。

实验室检查
,

细菌学指标均合格
,

理化检验发现芒果汁中锡含量
,

超过国家限定标准 。。
。

因

此确认本次食物中毒为饮用锡超标的罐装

芒果汁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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