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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保温材料失火导致冻肉污染处理方法的研究

李胜蓉 冯雪顺 李玉民 河南省洛阳市卫 生防疫站 牡

摘要 报导了一起冷库保温材料失火导致冻肉污染的事故 提出了氛化

物
、 , 一 苯并 戊 花

、

邻苯二甲酸酣类为主要污染指标
。

分析了水漂洗法

造成二次渗透污染的可能性 提出了机械修割后反复漂洗等处理措施
。

认为以

一 的比例将精修后的冻肉按特定工艺条件投料使用是安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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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某单位 七冷库于 年不

慎失火
,

库内 。余吨冷冻畜禽原料肉

受到不同程度的化学烟尘污染
。

存
。

修割工序为去外包装一去内包装一粗

修一精修一装编织袋 入库封存
。

上述工序各环节固定专人
,

以防交叉

污染
,

并由专职卫检员定岗监督
。

现场卫生学调查

年 月 日上午
,

某单位在

施工过程中电焊火花不慎落人冷库夹墙

内
,

立即引起保温层聚氨醋等材料燃烧
,

酿成火灾
。

整个冷库烟雾弥漫
,

库存

余吨冷冻畜
、

禽肉受到不同程度的化学性

污染
,

尤以存放在顶层及四周的冻肉污染

严重
,

呈碳黑色
,

黑色表层往里渗透约 一
,

有明显的化学性烟尘刺激气味
,

冷

冻状态 良好
。

内
、

外包装未破损者冻肉表

层未见黑色
。

火灾时冷库断电
,

制冷停

止
。

消防用水为自来水
,

未添加任何化学

物质
。

为了控制污染
,

尽量减少损失
,

立即

采取了以下措施

将污染肉快速出库
,

远离污染源
,

加

强机械通风
,

散发化学烟气
。

废弃重度污染肉及已解冻的肉
。

对中
、

轻度污染肉
,

彻底修割黑色部

分
,

更换包装后分别人 个专用冷库中封

确定污染物

冷库外墙结构依次为外墙一毛墙一二

毡三油一聚氨醋硬泡
。

二毡三油即由 林

沥青涂于二层油毛毡前后面构成
,

起防水

作用
。

聚氨酚喷涂在沥青上成硬泡塑料
,

起保温作用
。

聚氨醋由异氛酸酷和多元醇

组合聚醚构成
。

聚氨醋类泡沫塑料及油毡

沥青等在厌氧条件不完全燃烧形成高碳烟

尘
。

肉类厌氧燃烧
,

由于高温热聚生成多

种氮氧化合物及多环芳烃
,

成分极其复

杂
。

从阳性模拟燃烧实验的红外结果来

看
,

成分约有数十种
,

其中对食品造成污

染的主要化学物质为氰化物
、 , 一 苯并

戊 花 以及邻苯二甲酸醋类
。

毒理试验

实验动物由河北医大动物中心提供昆

明种小白鼠 只
,

雌雄各半
。

样品均为

重度污染肉
,

做急性毒性
、

蓄积毒性及骨

冷库保沮材料失火导致冻肉污染处理方法的研究 —李胜蓉 冯雪顺 李玉民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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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细胞徽核试验
,

结果为阴性
。

理化检验

取冷冻状态 良好的中度污染肉为检

样
,

分别取其表层 离表面
,

污染层 离表面
,

切割后样 离表

面 进行测试
,

并设阴性对照
。

氛化物测定按异烟酸一毗哇酮分光光

度法
,

〔 〕
, 一 苯并 戊 花测定采用

荧光光度法 〔 〕邻苯二甲酸醋类用气相

色谱法测定
。

〔 〕结果见表
。

表 污染冻肉分层检脸结果

样品 距表面距离

黑色表层

污染层

切削后

空白样

。

氛化物

拌

。

未检出

未检出

,

苯并 花

拼

。

, 一

邻笨二甲酸留类
感 观

。

。

。

炭黑色
,

烟燕味

少许黑色
,

轻度烟熏味

无异味
,

正常肉色

无异味
,

正常肉色

由表 可见
,

黑色表层不同程度受到

种化学污染物质污染
,

尤以氛化物
、 ,

一 苯并 戊 花为重
,

但由表层向深部切

削 以上弃去后
,

剩余部分基本为无污

染状态
,

污染物残留量也由表向里依次降

低至本底值
。

处理方法

处理原则

由于本次污染冻肉量大
,

因此处理时

要既保证消费者利益
,

又要符合国情 既

要尊重数据
,

又不能唯数据
。

在我们取得

毒理实验阴性结果基础上
,

按不同层次对

污染物进行残留量监测
,

用物理切削法修

割至基本无污染状态
,

再研制小试工艺并

对试样进行检验
。

小试工艺

将已修割后的冻肉
,

以库为单位分别

取样
,

在冷冻条件下
,

由表向里修割

后弃去污染层
,

然后将肉块在流水中漂洗

至解冻
,

按正常生产配料加工成小试样备

检
。

检验结果

个库冻肉分别取样 份
,

按 工

艺条件加工成小试样共 份样品
,

感观性

状良好
,

氛化物
、

邻苯二 甲酸醋类均未检

出
, , 一 苯并 花 。 拜

,

已

达到无残留状态
。

处理结论

经初步修割后的污染冻肉
,

在特定工

艺条件下可以投人使用
,

即将原料肉表层

向里切削 不含黑色污染层
,

用流

水反复漂洗后按 一 比例投料使

用
。

处理时必须固定专人负责
,

加强监

督
,

专线生产
,

专库存放
,

产品检测项目

除按国标外
,

应增加污染指标监测
。

讨论

由于氛化物有水溶性的特征
,

一旦冻

肉解冻就可能向深部渗透污染
,

故在应急

措施上
,

尽管难度较大也应在冷冻完好时

进行彻底修割 有人认为可以用水冲洗的

方法消除污染
,

此法固然可以除去部分未

完全燃烧的黑色碳粒
,

但很可能加重氰化

物的水溶性污染
,

因此笔者认为物理切削

法优于水漂洗法
。

为控制刺激性烟气 次

渗透污染
,

应加强冷库的机械排风
。

已解

冻的肉品无论污染程度如何
,

均不应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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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其利川问题
,

应予放弃
。

由于烟气成分复杂
,

故应首先进行毒

理学评
,

再根据所确定的污染物进行残

留量测定
,

并设有阴注对照
。

是计的小试工艺
一

是将已修割的污染冻

肉用流水反复冲洗
,

以尽可能消除渗透到

深层的水溶性污染物含量
,

在各项指标完

全合格的前提下
,

肉品利川时又考虑了

倍的安全系数
,

按 一 比例投料使

用
。

因此
,

各批次产品无论感官
、

污染 勿

指标及国标规定项 日均达到际准
,

可 以认

为是安全的
。

本文使用的数据山卫生部食品卫生

监督检验所
、

化工部黎明院
、

北京市卫生防

疫站
、

河南省 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

洛阳市

卫生 防疫站等单位提供
,

在此 一 并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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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城市卫生检验团培训班在京举行

经国务院批准
,

第三次全国城市卫生检验评比活动将于今年八月至十月进
行

。

全国爱卫会组织九个检查团检查全国直辖市
、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内

的 个城市
。

为 了统一思想
、

统一认识
,

熟悉掌握检查标准
、

方法
,

明确检
查工作纪律

,

团结协作
,

密切配合
,

全国爱卫办于 月 日一 , 日在北京

市昌平县中国农村改水技术中心举办全国检查团培训班

全国爱卫会主任彭佩云和副主任陈敏章出席了开幕式并做了重要讲话
。

彭

佩云强调检查团和被检查城市必须坚持求实
、

务实原则
,

反对弄虚作假
、

克服

形式主义
、

做表面文章的不 良现象
。

陈教章指 出 城市卫生检查评比活动是推动城市卫生工作不断深入的有效

方法
,

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
,

爱国卫生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此次检查一

改过去抽签检查的方法为推荐和随机检查
、

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方法
,

以对被

检城市作出客观的评价
。

本次检查将开展食品卫生
、

公共场所
、

饮用水及传染病防治等方面的检

查

卫生部食品卫生监 , 检脸所 高小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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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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