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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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肉类加工厂的

现状与实施卫生规范对策的探讨

鲜仕举 四川省食品卫 生监督检验所

自 年以来
,

我国已颁布了酱油

厂
、

饮料厂
、

肉类加工厂等 类食品企业

卫生规范
。

四川是产猪大省
,

产

量为全国
,

其经济收入 占全省的 。

以上
。

肉食品的加工销售好坏
、

对四川经

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由于
,

历年来因

肉食品引起的食物中毒占细菌性食物中毒

总人数的 以上
。

所以
,

我们率先对四

川肉类加工厂的实施 情况进行了调

查
。

调查方法 调查工作由受过统一培

训的有经验食品卫生监督员
、

企业卫生管

理人员和企业生产技术人员共同到现场进

行逐项调查
。

材料与方法

选点 用分层抽样方法
,

选取了代

表城市的成都市
,

代表城市远郊的彭县和

代表农业地区的人口 为 。万的简阳县为
调查点

。

每个点再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大
、

中
、

小肉类加工厂各 家
,

个点共

家进行调查
。

调查内容 使用由卫生部食品卫生

监督检验所设计的 响类加工厂 卫调查

表 ” ,

其内容包括工厂设计与设施
,

工厂

的卫生管理
,

个人卫生与健康
,

加工过

程
,

成品藏存与运输
,

卫生与质量检验管

理等 个硬
、

软件项 目
。

每个项 目分为

达标情况 即企业完成 卫 的现状
、

难

易项目选择 即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完成 每一项 目的难易程度
、

重要项

目选择 即 每一项目的食品卫生控制

作用的大小
。

结果与分析

硬件项目 调查了工厂的选址
、

厂区

和道路
、

设备
、

布局
、

厂房与设施
、

供水
、

卫生设施设备和工器具
、

照明
、

通风和温控

装置等工厂的硬件项 目共 个
,

结果见

表
。

软件项 目 调查了肉类加工厂的卫

生管理
、

个人卫生与健康
、

加工过程
,

成品

储藏运输
、

卫生与质量检验管理等软件项

目共 个
,

结果见表
。

讨论与对策

城市肉类加工厂的 拍卫 达标率高于

城郊和农业地区
。

这与其经济状况和人员

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与郊区和农业地区

相 比
,

城市在所代表地区起着经济
、

信息

中心的作用
。

工业基础雄厚
、

技术力量
、

经

济实力较强
,

人员素质
、

工厂设备条件较

好
。

而城市郊区离中心城市近
,

交通方

便
,

信息较灵
,

工业基础
、

经济实力又较

离中心城市远的广大农业地区好
,

所以
,

呈现出 达标率城市 郊区 农业地区

的情况
。

工厂规模的大小与 卫达标率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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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正相关关系
。

本次调查
,

农业地区的

简阳县大
、

中
、

小型肉类加工厂的 ”卫达标

率是由高到低
,

其 劲卫 硬件项目达标率分

别为
、 、

瑞 成者脚
区的彭县大

、

中
、

小厂 加 硬件项目达标率

为 , 左右 而成都市区大
、

中
、

小型肉类

加工厂的 ”卫硬件项 目达标率是 由低到

高
,

分 别 为 ,
、 、

宁

企业完成 卫 情况忧喜并存
。

通过

调查
、

肉类加工厂 硬
、

软件项 目达标

率分别为 , 。
、

,
,

企业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

,

认为容易完成的 抽 硬
、

软件项 目分别达到
、 ,

较

容易完成的硬
、

软件项目分别占
、

。

说明实施 拍卫 有一定基础
,

这

是我们的喜
。

忧的是企业完成困难的 卫

硬
、

软件项目分别占
、

, 还

有 的硬件项 目和 的软件

项 目未达标
。

未达标的硬件项目主要是厂

房陈旧
,

设计布局不合理
,

墙角不成弧

型
,

窗台不成 喃
,

一些卫生消毒设施

缺乏等
。

未达标的软件项 目主要是从业人

员的卫生意识差
,

卫生制度未能严格执

行
,

缺乏检验设备条件
,

卫生与质量检验

管理差
。

这也是我们进行宏观指导要重点

考虑的范围
。

卫 只能立不能废
。

卫是防止食

品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有害因素的污染
,

保

证食品产品安全和卫生的重要措施
,

它是

食品企业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
,

也是食品

企业进行自身管理的重要内容
。

我国所制

订的 对原料
、

厂 区和厂房
、

设备和设

施
、

操作人员
、

工艺流程
、

产品质量检验
、

成

品出厂及工厂卫生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具

体的卫生要求
。

所以贯彻实施 将从根

本上保证食品产品的卫生质量
,

对促进我

国的食品卫生状况的根本好转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

它是只能立
,

不能废的法律规

范
。

运用 分析技术
,

推动 的

贯彻实施 是通过对食品加工过程

进行质量控制
,

并对生产过程中具有控制

意义的各种可变因素进行监测
,

以达到控

制生产过程的一个预防性食品安全系练
它主要着眼于控制哪些对保证食品安全起

关键性作用的有害因素
。

比如
,

我们对红

肠进行危害分析后
,

确定其关键控制点为

加热灭菌的温度和时间
,

灭菌后红肠的降

温和包装环节
。

通过 在实施 劲卫

中运用研究
,

就可对诸多有害因素进行危

害分析
,

找出关键控制环节和 拍卫 必行项

目和易行项 目
,

制订出 卫 分级标准
。

比

如 规范级标准
,

要求达到 卫全部项

目
,

良好级标准
,

达到全部的必行项 目和

易行项目
,

基本级标准
,

达到全部的必行
卫项 目要求

。

这样根据 国家的实际情

况
,

突 出重点
,

区别对待
,

实行分级管

理
,

以推动我国 卫 的实施工作逐步向前

发展
。

通过这次现状调查表明
,

我省肉类加

工厂硬
、

软件项目 , 达标率均在 , 。 以

上
,

说明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施
卫 的基础

。

在 卫项目中
,

有重要的食

品卫生控制作用的项 目只 占 ,
,

说

明不是所有 卫 项 目都是关键必行项 目
,

通过危害分析
,

是可以从 项目中找出

关键项 目
、

易行项 目
、

暂不作硬性要求的项

目
。

有条件的企业先全面实施 狱卫
,

条件

差的企业先从 拍卫基本级开始
,

并积极努

力创造条件
,

逐步达到全面实施
。

同时卫

生部门对 从 达标的企业
,

应颁发相应的

荣誉证件
,

以资鼓励
,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真正尝到执行 劲卫 的甜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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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蒙杨仲亚主任医师
,

毛朝明

副主任医师的指导
,

成都市食检所
、

简阳
、

彭县卫生防疫站参加了调查工作
,

在此一

并致谢

试论进 口食品的国内卫生监督

梁定键 海南省卫 生防疫站 , 。 。匀

进 口食品的卫生监督分人境前的口岸

卫生监督和入境后的国内卫生监督
,

分别

由口岸和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负责
。

年前
,

进 口食品的 口岸和 国内卫生

监督工作均由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统一领

导
。

。年后
,

口岸食品卫生监督 自成

体系
,

由卫生部直接领导
。

由于监督体制

的改变
,

进 口食品国内卫生监督工作
,

出

现了新的问题
,

进 口食品的卫生质量有所

下降
,

有些地区商店里出售的进 口 食品
,

一半以上违反我国食品卫生法规定
。

进 口

食品国内卫生监督工作巫待加强
。

防疫站负责卫生监督
。 ”国际上尽管不同

国家进 口食品的把关方式不同
,

但进 口食

品一旦进人国内市场则由所在地食品卫生

监督机构与国内食品一样进行监督管理
。

国境卫生检疫所直接对国内食品销售单位

进行卫生监督
,

既不符合我国有关法规规

定
、

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

必将导致监督管

理紊乱
。

我国进 口食品卫生监督分工
,

历来是

口岸食品卫生检验机构负责人境尬时的卫

生监督
,

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负责

人境后的国内市场卫生监督
。

但是近年

来
,

由于监督体制的变化
,

对进 口食品国

内卫生监督工作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

出现

了交叉监督和重复监督现象
。

有人认为

国境卫生检验所对辖区内各商场
、

各类食

品批发部
、

食品商店经营销售的所有进 口

食品都应进行市场监督和稽查
。

部分地区

口岸和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同时或重复

对同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卫生监督
,

出现分工不清现象
。

我国 健 口 食品卫生

管理试行办法 》规定
, “口岸食品卫生检验

所负责对本港区
、

站区的车船
、

货场
、

仓库

的进 口食品及环境进行卫生监督
,

食品离

开上述区域后
,

由有关省
、

市
、

自治区卫生

进 口食品进入国内市场后
,

地方食品

卫生监督机构与国内食品一样对其进行卫

生监督
,

必要时可进行检验
。

但是由于进

口 食品产地在国外
,

其原料
、

配方
、

工业流

程往往不清楚
,

有些食品我国尚没有卫生

标准和检验方法
,

给监督检验工作带来困

难
。

加上 目前我国口岸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自成体系
,

不受地方卫生行政部门领导
,

也很少与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发生业务

联系 后者对辖区内进 口 食品的种类
、

数

量
、

检验项 目和结果均不清楚 合格的进

口 食品
,

其检验证书仅填写检验结论
,

没

有填写检验项 目和结果
,

这就进一步增

加了进 口食品国内卫生监督的难度
,

特别

对一些可疑食品
,

复检工作难于进行
。

因

此
,

为搞好食品卫生监督
,

口岸和地方食

品卫生监督机构应加强联系
,

互相支持
。

国境卫生检疫所应定期地将辖区内进 口食

品的概况通知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

并

出具填写有检验项 目和结果的批量食品检

验证书
,

以便搞好进 口食品的国内卫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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