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不同瓶、盖消毒方式产品微生物指标比较

消毒方式 试样数 菌落总数合格数 合格率 %

ClO2 30 　　　21 70

O3 或紫外线 20 3 15

表 2 　21 家生产企业纯净水产品微生物监测结果

　　指　标 试样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细菌总数　mL - 1 100 　66 　66

大肠菌群　100 mL - 1 100 100 100

致病菌 100 100 100

表 3 　瓶、盖严格执行消毒前后成品细菌总数合格率比较

试样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严格消毒前 20 　　7 35

严格消毒后 20 18 90

　　　χ2 = 12 . 9 　　P < 0 . 005

表 4 　整改前后细菌总数合格率比较

试样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整改前 　100 66 66

整改后 50 44 88

　　　χ2 = 8 . 25 　　P < 0 . 005

　　由于饮用纯净水生产所用水处理设备均为经

过鉴定的符合卫生要求、效果可靠的成套设备 ,其

所用管道、容器储水设备等材料均符合卫生要求 ,

在其整个流程中 ,除瓶、盖是由厂家进行化学消毒

可能成为污染隐患外 ,其它环节外界污染的机率

极小。且从表 1 结果可看出 :不同的瓶、盖消毒方

法反映在产品微生物污染指标上也有明显差别。

故判定对瓶、盖的消毒灭菌效果直接影响产品微

生物污染水平。

2. 3 　卫生指标检测结果 　对上述 21 家生产厂家

随机采样 100 份 ,进行微生物指标监测 ,结果见表

2。显示细菌总数合格率为 66 %。

2. 4 　控制措施及效果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不同的

空瓶、盖消毒方法与产品卫生质量有明显关系 ,因

此我们结合日常监督管理向厂家推荐使用二氧化

氯作为空瓶、盖的消毒剂。并严格控制浓度在 200

mg/ kg ,浸泡时间 5～10 min。

经分析监测结果 ,21 个生产企业中有 12 家 38

批次产品微生物指标一次合格 ,但有两个企业先

后 27 份试样 ,经反复检测 ,微生物指标始终超标。

通过现场调查发现 ,这两个企业对使用二氧化氯

作为消毒剂不严格执行其规定的标准 ( 200

mg/ kg ,5～10 min) 。其结果直接影响最终产品质

量。表 3 系对其中一个企业进行消毒方法整改前

后的产品质量结果对比。

总结上述现象 ,我们加大了监督力度 ,同时加强对企业有关人员的培训 ,督促厂家制定详细的技术操作制

度及工作质量控制制度。经过为期 2 个月的全面整改后 ,再次对 21 家企业进行随机抽样检测 ,效果见表 4。

(感谢本站高卫平老师对本文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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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8 年 10 月初开始 ,浙江省发生多起数百人因进食使用“饼干喷涂油”生产的饼干引起的食物中毒 ,

造成中毒的“饼干喷涂油”来自广东省广州市某公司。经调查证明是一起无证生产、用非食品原料冒充食品添

加剂引起一系列食物中毒的严重违法事件。

1 　中毒情况

1. 1 　中毒经过与临床表现 　1998 年国庆期间 ,浙江省瑞安市等地部分饼干生产企业向工人发放自产饼干作

为节日物品 ,工人们以此作为早餐或点心 ,随后陆续发生多起食物中毒 ,至 10 月 14 日 ,中毒人数达 700 多人。

潜伏期最短为 2 h ,临床症状为腹部不适或轻度腹痛 ;腹泻每日 4～5 次至 10 多次不等 ,拉“油”状便 ;不经

治疗 ,两天后可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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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食品卫生法》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不断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守法意识和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切实加强

对依法索证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处罚违法者 ,才能保证食品卫生 ,减少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

4. 4 　质量与卫生标准脱节 ,不法之徒钻空子 　我国现行 GB 2760 —96《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白油

使用范围为“面包脱模、味精发酵消泡 ;淀粉软糖、鸡蛋保鲜”,最大使用量前者为“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后者

为 1～5 g/ kg ,而现行 GB 4853《食品级白油》则规定“适用于食品上光 , ⋯⋯、消泡、密封、抛光和食品机械、

⋯⋯的防腐、润滑及延长醋、水果、蔬菜、罐头的贮存期等”,大大超出了卫生标准规定的使用范围 ,而且 ,“食

品”与“食品添加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不能等同。目前我国尚未有食品级白油 , GB 4853 —94 与 GB

2760 —96 严重脱节 ,误导生产和使用者 ,也让不法之徒有空可钻 ,增加了执法难度 ,威胁着人民健康。建议及

时修改 GB 4853 —94 ,国家在有关法律上应明确规定 ,制定食品、食品用产品质量标准必须要有食品卫生监督

部门参加 ,使之与相应的卫生标准相一致 ,利于监督执行 ,使违法者无空可钻 ,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4. 5 　广告管理 ,亟待加强 　卫生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制定的《食品广告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已发布施行

多年 ,由于《办法》本身的缺陷〔4〕及部门利益关系等种种原因 ,未经卫生监督部门审查、钻了《办法》空子的违

法广告仍在发布并误导、欺骗消费者。本次调查发现 ,广州市 ××食品有限公司经营各种食品添加剂的广告

就竟然刊登于某全国性专业大报的头版报眼位置上。所以 ,为堵住非法食品、食品用产品的扩散渠道 ,有关部

门应加强食品广告的管理与检查 ,工商部门不审批、新闻媒体不发布、不刊登未经卫生监督部门审查的食品、

食品用产品广告 ,尽快修改、完善现行食品广告管理法规 ,制定实施细则 ,提高其可操作性 ,以利于加大执法力

度 ,更好地规范、管理好食品广告 ,打击违法者。

(本文部分中毒情况资料来自浙江省卫生厅、卫生防疫站信息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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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0 月 26 日 ,我市发生一起因食用饼干出现肛门流油事件 ,经调查证实为饼干中含矿物油所致。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流行病学调查 　我市一市民在北站食品批发市场批发一箱黑芝麻克力架 ,回去后分给三户邻居。该市民

及三户邻居小孩食用该饼干约 90. 4 g 后均出现肛门流油 ,无法自控 ,夜间睡眠时尤甚 ,床单及裤子上都有油

污。家长带小孩求医 ,口服止泻药 ,症状好转并举报到我站。

2 　现场调查及实验室检验 　经现场调查 ,该批克力架生产厂家为河南省焦作市漳州朱氏饼业有限公司 ,生产

日期为 98 年 9 月 25 日 ,保质期 150 天 ,经销商于 98 年 10 月 8 日购进。存放于食品库房中 ,房内及周围无矿

物油污染源。

随机采朱氏饼业有限公司相同及不同生产日期生产的克力架 4 份 ,不同花色曲奇 2 份送实验室检验。感

官检查该 6 份试样无异味 ,具有该物正常色泽、滋味。按 GB 5009. 56 —1996 糕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检验过

氧化值、酸价指标 ,均符合 GB 7100 —86 糕点、饼干、面包卫生标准。按 GB 5009. 37 —96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的分析方法作矿物油检验。该 6 份试样均检出矿物油。同时取本地产饼干 2 份、地产棉籽油 1 份 ,按同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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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流行病学调查及检验 　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发现 ,中毒者大部分为工人 ,均进食了企业发放的饼干 ,且

进食量多者症状较重。造成中毒的原因是有关食品企业在生产饼干过程中使用了瑞安市 ××食品贸易公司

提供的“饼干喷涂油”,“喷涂油”系该公司从广东省广州市 ××食品有限公司购进 ,再转销给浙江省有关企业

的。该“饼干喷涂油”经浙江省卫生防疫站检验证明是一种非食用油。

2 　卫生学调查 　根据浙江省提供的线索 ,广东省对有关违法企业进行了紧急查处。

2. 1 　违法企业情况 　广州市 ××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挂靠集体的个体企业 ,1994 年 12 月注册 ,《营业执照》

核准的经营范围为 : (1)销售 (国内商业及物质供销业) ; (2) 食品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另一名称为“广州市 ×

×饼业技术开发服务部”,核准经营范围 : (1)主营饼业、饮料、酒类的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 ; (2)兼营销售 (国内

商业及物资供销业) 。据公司业务经理交代 ,公司从注册营业始就经营各种食品添加剂 ,从未领取卫生许可

证 ,员工未经卫生知识培训 ,无健康证。

2. 2“喷涂油”生产情况 　所谓“饼干喷涂油”,主要原料为白油 ,掺入少量辣椒红色素制成。该“喷涂油”的生产

场所是城乡结合部的一座低矮的旧平房 ,阴暗潮湿 ,卫生条件恶劣 ,产品无任何标识。查账表明 ,1998 年 6～9

月份 ,该公司从茂名市 ××白油厂 (无卫生许可证) 共购进无标识白油 1 733 桶 (每桶 175 kg) ,经加工后其中

1 330桶销往浙江省瑞安市 ××食品贸易公司 ,库存 114 桶 ,另 289 桶销往广东省东莞、增城等地 ,销售发票上

品名为“饼干喷涂专用油”。

2. 3 　白油资料 　白油 ,又称白色油、液体石蜡 ,是石油提炼过程的副产品矿物油 ,具有润滑作用和不被肠道吸

收等特点 ,临床上作为泻药 ,口服剂量为每次 15～30 mL ,15～60 mL/ d。〔1〕经口LD50为 1. 25 g/ kg BW。〔2〕日本

国立卫生研究所文献记载 ,如长期连续摄入白油可引起消化系统障碍和脂溶性维生素吸收障碍。〔3〕食品添加

剂白油 ,由矿物油精炼而成 ,国际上对其理化性状、生产工艺及质量规格均有详细、严格的要求 ,J ECFA 将其

分为七类三个质量规格 ,1995 年 44 届会议暂定其 ADI 分别为 :高粘度矿物油 P100 ( H)油 0～20 mg/ kg BW ;中

等粘度矿物油 P70 ( H)油 0～1 mg/ kg BW ;质量规格为十类 ,N70 ( H)油、N70 (A)油 0～0. 01 mg/ kg BW ;质量规

格为 2 类 ;低粘度矿物油 P15 ( H) 油、N15 ( H) 油、N10 (A) 油 0～0. 01 mg/ kg BW ;质量规格为三类。我国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也规定了白油的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

3 　结论与处理 　根据中毒情况及卫生学调查资料 ,证明这是一起无证生产食品添加剂 ,用非食品原料白油冒

充“饼干喷涂油”,从而造成一系列群体性食物中毒的严重违法事件。为保护人民健康 ,维护法律尊严 ,广东省

卫生厅依法给予广州市 ××食品有限公司以“责令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饼干喷涂油’、没收销毁封存及收回的

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共 180 多万元”的行政处罚 ,并通报全省 ,要求各级卫生监督部门统一行动 ,对辖区

内化工和食品的生产、经营企业生产、使用或销售“饼干喷涂油”的情况与食品批发零售市场进行全面的检查

整顿 ,及时封存、销毁不合格食品 ,严肃查处违法者 ,防止类似食物中毒的发生。

4 　讨论与建议 　造成这起典型的违法事件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4. 1 　暴利驱使 ,铤而走险 　工业白油价格 3～3. 5 千元/ 吨 ,食品添加剂白油为 4～4. 5 千元/ 吨 ,饼干喷涂油

为 5～6 千元/ 吨 ,食用油为 7. 5 千元/ 吨以上 ,从广州市 ××食品有限公司到广东省查处的违法使用“饼干喷

涂油”的 8 家食品企业 ,以及多起在食用油中掺入“喷涂油”案件 ,不法分子均清楚“白油”、“喷涂油”为何物 ,是

巨额利润驱使他们见利忘义 ,不惜以身试法 ,铤而走险。

4. 2 　有关部门有法不依 ,管理不严 　广州市 ××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另一牌子既冠以“食品”名称 ,其销售的物

资必然包括食品 ,但有关部门在该公司未依法申领《卫生许可证》的情况下核发了《营业执照》,使该公司能披

着“合法”的外衣违法 ,逃避了卫生监督部门的检查 ,非法经营各种食品添加剂达 4 年之久 ,而其生产、加工的

行为更是超出了核准的经营范围。

4. 3 　索证制度未落实 ,监督力度应加大 　检查表明 ,食品生产经营者普遍存在法制观念薄弱 ,采购食品、食品

原料不索证 ,不注意标签标识的现象 ,而卫生监督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索证工作监督不严 ,是许多无

卫生许可证、批准文号的食品、食品用产品能在流通领域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卫生监督部门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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