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例 1 中 ,将“生产调味品”列为许可项目是不确切的 ,因为按照传统观念分类 ,调味品应包括 :盐、酱油、

食醋、味精、糖、料酒、酱、辣椒粉等 ,既然许可项目是“生产调味品”,厂家便能生产上述产品 ,此时卫生监督部

门如以擅自扩大经营范围来处罚该厂 ,就显得根据不足。

在例 2 中 ,《食品卫生法》关于“食品生产经营”的解释是 :指一切食品的生产 (不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 、采

集、收购、加工、贮存、运输、陈列、供应、销售等活动。”如果许可项目只规定了生产经营的品种 ,不规定生产经

营的方式 ,店主不仅可以销售副食 ,还可以批发、生产、运输、贮存副食品。

2. 2 　卫生许可证之所以要核准许可项目 ,是因为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生产经营不同的品种 ,有着不同的卫

生要求 ,比如 ,一个酱油加工厂就必须具备《酱油厂卫生规范》中所要求的各项硬件设施 (厂房、设备、技术) 和

软件设施 ,达不到规范要求的不予许可 ,当事人就不能从事酱油的生产经营。相反 ,如果当事人只开个副食杂

货店 ,只需要个固定的远离污染源的门面即可。两者比较之下 ,所需的开业条件差别很大 ,这也正是监督员要

现场审查的目的。

2. 3 　在卫生许可证许可项目的填写上 ,要符合语言规范和逻辑要求 ,笔者认为 ,许可项目应包括两部分 ,一是

生产经营方式 ,包括生产 (不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 、采集、收购、加工、贮存 (常温贮存与冷藏贮存应区别对

待) 、运输、陈列、供应、销售 (批发与零售也应区别对待)等活动。二是生产经营品种 ,鉴于我国食品品种复杂 ,

应尽量写明具体生产经营的品种 ,不能填写食品的类别 ,以便管理。

2. 4 　要注意许可项目的“向下兼容性”和“向上不可逆性”。比如一个开餐馆的 ,许可项目上应是经营饭菜 ,如

果当事人改为经营面条或米粉 ,或者改成卖包子、馒头 ,就不应视为擅自扩大经营项目 ,因为以它经营饭菜的

条件 ,从事面条或包子的生产经营 ,是完全可行的 ,这就称之为“向下兼容性”。反之 ,如果一个以经营包子为

主的改为经营面条或饭菜 ,由于经营面条和饭菜的卫生要求比仅经营包子的高 ,未经重新审查 ,不得擅自更改

或扩大经营品种 ,这就称之为“向上不可逆性”。

卫生许可证之许可项目虽是个很小的问题 ,但若不认真填写 ,就会因小失大 ,给不法生产经营者以可乘之

机。因此 ,我们要认真加以规范 ,避免错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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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藻污染瓶装矿泉水生产厂家的整改措施

马群飞 　林 　晶

(福建省卫生防疫站 ,福建 　福州 　350001)

淡水藻类污染瓶装饮用水 ,不仅可导致成品感官性状异常 ,保质期缩短 ,理化指标改变 ,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而且藻类污染与细菌数量也有相关性 , [1 ]甚至某些淡水藻还可能产生毒素 ,危害人类健康。在我国南方

地区 ,瓶装水藻类污染时有发生 ,[1 ]国外也有类似报道。[2 ]但目前多数企业对此所知甚少 ,更缺乏控制办法。

已报道福州市某瓶装天然矿泉水厂家 ,在水源受到藻类污染后 ,继续生产而导致环境与设备多重交叉污染 ,虽

三次对全部设备清洗消毒 ,但收效甚微 ,生产因此陷入半瘫痪状态。[3 ]为探讨控制瓶装水藻类污染的具体措

施 ,我们尝试指导该企业改进工艺流程 ,并对水源及生产环境消毒处理 ,取得很好的效果。1998～1999 年多

次抽查该厂瓶装成品 ,均未再检出藻类。

1 　材料与方法

1. 1 　药剂和器械 　消毒剂“施而净”由中美合资上海宝深百合兴卫生化学品有限公司生产 ,福建省卫生防疫

站劳动服务公司提供 ,有效成分 ClO2 含量 2 %。旋风式喷雾器 (深圳产) 。营养琼脂。按浓缩 10 倍的比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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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良克诺普 ( Pringsheim’s)液 ,高压灭菌后使用。[1 ]

1. 2 　试样 　按工艺流程采样。成品采自生产线装箱工序。其他水样以无菌 500 mL 玻璃瓶装。塑料防盗瓶

盖以无菌具塞广口瓶装。聚酯 ( PET)塑料包装瓶以灭菌金属螺旋盖封口后 ,再用灭菌牛皮纸包扎 ,2 h 内送至

实验室检验。

1. 3 　细菌检验 　水样检验按 GB/ T 8538 —1995 进行。包装材料检测时在容器中加 20 mL 无菌水 ,急剧往复

振荡 60 次 ,洗涤液分别倾入培养皿中 ,倾注营养琼脂。

1. 4 　藻类检验 　在各水样瓶中按 1 :9 的比例加入改良克诺普浓溶液 ,封盖包扎摇匀后 ,置散射光下培养 15

d。[1 ]每 5 d 于白色背景前观察 ,对于瓶底或瓶壁出现有色沉淀物的试样 ,以无菌移液管直接吸取沉淀物置载

玻片上 ,加盖玻片 ,水制片后 ,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并分类鉴定。[4 ]如始终未形成有色斑点或沉淀物 ,则报告

该试样淡水藻类检验结果阴性。

2 　处理措施

2. 1 　沉淀物分析 　将感官异常成品中沉淀物制片后置高倍镜下观察 ,可见大量鲜绿色球形至近球形的藻类

细胞 ,直径 2. 5～9. 4μm ,不运动 ,细胞壁薄而光滑 ,无硅质层 ,色素体明显 ,呈杯状。碘液染色未见造粉核。

内生似亲孢子繁殖。经分类鉴定为植物绿藻门的小球藻 ( Chlorella sp. ) 。[4 ]所有出现绿色沉淀的试样中 ,均

仅检出这一种藻类。在高压灭菌后的矿泉水中接种小球藻 ,置散射光处室温培养约 20 d ,瓶底部出现同样的

鲜绿色沉淀物。未接种的对照水样无变化。说明该厂成品中的异常沉淀物由小球藻细胞聚集形成。

2. 2 　存在问题 　因不注意水源微生物日常动态观测 ,对淡水藻类污染危害重视不足 ,加上过滤系统故障 ,该

厂家主要工序的管道、设备等均被小球藻附着定居 (表 1) 。在散射光中暴露 7 d ,近 60 %的产品出现鲜绿色沉

淀或斑点。生产工艺中可导致微生物污染的环节很多 ,如用未经处理的水源水直接冲洗生产设备及车间环

境 ,0. 1μm 中空纤维超滤器滤芯击穿后仍继续生产 ;水消毒仅依靠紫外灯照射 ;灌装机的灌装头上生长绿色

藻斑等。灌装间内空气相对湿度在 95 %左右 ,于 1. 5 m 的高度上悬挂一盛有改良克诺普液的烧杯 ,15 d 后溶

液开始发绿 ,并检出小球藻。说明藻类可通过空气传播。

表 1 　某矿泉水生产厂家工艺整改前后微生物检测结果

序号 试样名称
整改前

菌落总数 mL - 1 　小球藻检出

整改后

菌落总数 mL - 1 　小球藻检出
　1 　水源 　　　25 + 　　　3 -

2 　输水管 32 + 5 -

3 　5μm 过滤 4 + 5 -

4 　1μm 过滤 13 + 8 -

5 　超滤 1 - < 1 -

6 　洗瓶水 < 1 - < 1 -

7 　灌瓶水 9 + < 1 -

8 　灌装后封盖前 11 - 3 -

9 　当日产品 2 + 2 -

　10 　成品 (5 d 后) 　1. 2 ×103 + 　　< 1 -

　11 　待灌装空瓶 　　　25 - 　　< 1 -

12 　封盖机上瓶盖 2 - 1 -

2. 3 　整改措施 　根据

检测结果 ,会同该厂家

就生产工艺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干

预、改进措施。1996 年

冬季该厂家停产期间 ,

我们指导企业进行了整

改。

2. 3. 1 　工艺改进 　原

生产流程和改进后的工

艺见图 1。为减少藻类

繁殖场所 ,停用蓄水池。

淘汰质量不佳的 0. 1μm

中空纤维滤器 ,改用美

国产 0. 2 μm 聚四氟乙

烯耐臭氧膜过滤器 ,并增加臭氧消毒工艺。瓶和盖虽不是藻类的传播媒介 ,但为控制细菌污染 ,增加了包装瓶

的消毒药物浓度 ,经灌装水喷淋后灌装。瓶盖改用 250 mg/ L“施而净”喷雾消毒。

2. 3. 2 　水源 　在出水管和套管中 ,直接倒入活化的“施而净”原液 10 L ,浸泡 48 h 后以液态二氧化碳洗井 ,并

按允许开采量 3 T/ h 连续抽水 3 d ,排净残余药液。对井口地面上的绿色藻斑 ,以 200 mg/ L 的“施而净”间隔

48 h 各喷一次 ,喷至地面潮湿为止 ,以后每个月喷布药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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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工艺 : 　　　　　　　　　　　　　　　　　　　　　　　　防盗瓶盖 →紫外线照射

　 　 　　　　　　　　　　　　　　　　　　　　　　　　　　　　　　↓

水源 →管道 →蓄水池 →粗滤 →精滤 →超滤 →紫外线杀菌 ——————→灌装 →封盖 →包装 →库房

　 　 　　　　　　　　　　　　　　　　　　　　　　　　　　　↑

　　　　　　　　　　　　　　　　　　自产 PET 瓶 →ClO2 浸泡 →水冲瓶

现工艺 : 　　　　　　　　　　　　　　　　　　　　　　　　防伪瓶盖 →ClO2 喷雾

　 　 　　　　　　　　　　　　　　　　　　　　　　　　　　　　　　↓

水源 →管道 ——————→粗滤 →精滤 →超滤 →紫外线杀菌 →O3 消毒 →灌装 →封盖 →包装 →库房

　 　 　　　　　　　　　　　　　　　　　　　　　　　　　　　↑

　　　　　　　　　　　　　　　　　　自产 PET 瓶 →ClO2 浸泡 →水冲瓶

图 1 　某瓶装矿泉水厂家生产流程和改进后的工艺示意图

2. 3. 3 　设备和环境消毒 　生产设备均受到小球藻的污染 ,可拆卸的如滤芯等用 200 mg/ L“施而净”浸泡消

毒。不易移动的如灌装机的灌装口、封盖机的落盖轨等直接接触产品的装置 ,以及各输水管道 ,分别以相同浓

度的“施而净”擦洗或灌注。为防止藻类通过飞溅水雾传播 ,每日开始生产前 ,在灌装车间内以旋风式喷雾器

向四周喷布 200 mg/ L“施而净”,用量 10 mL/ m3 。灌装间内除添加瓶盖时进一人外 ,不留操作人员。人员进

出灌装间后 ,应重喷消毒剂。因无人在内 ,灌装间的 6 盏 40 W 紫外灯可一直开着。每日下班前在车间地面

撒布少量漂白粉。

3 　结果与讨论

3. 1 　整改方案 　导致该厂家产品藻类污染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沿输水管道由水传播 ,二是由设备及环境

造成的二次污染。所以 ,我们制定整改方案时 ,要求先堵源头 ,完善工艺中的水处理环节 ,阻断藻类的介水传

播。然后 ,通过加强对环境及设备的清洗消毒来控制藻类的交叉污染。该厂家是小型企业 ,水源出水量小 ,生

产能力也不大 ,但自动化生活程度较高。结合这一特点 ,应用药物消毒成为可能。考虑到瓶装天然矿泉水生

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的独特要求 ,必须应用快速、高效、无残留的灭菌剂。ClO2 类制剂相对符合上述要求。当

然 ,有条件的企业也可应用热力 (蒸汽)消毒方式。

3. 2 　整改结果 　生产工艺整改一个月后采样检测与整改前的检测结果见表 1。

3. 2. 1 　控制介水传播 　洗井消毒后水源未再检出藻类 ,菌落总数也明显下降。井口地面喷雾消毒后 ,原有藻

斑迅速褪色失绿 ,之后 ,潮湿处也不再泛绿。说明水源污染仅限于井口部分。水处理环节增加臭氧消毒工艺 ,

主要是考虑到紫外线对容易形成团块或表面有胶质的藻类细胞杀灭能力不强。工艺改进后 ,各生产环节的水

样中均未检出小球藻。

3. 2. 2 　控制交叉污染 　原设备及生产环境均有藻类定居 ,以往仅对设备进行清洗消毒 ,因不够全面彻底 ,同

时存在多处交叉污染环节 ,以致藻类污染反复发生。瓶装饮用水生产厂家的灌装车间内环境相对潮湿 ,水雾

弥漫 ,有利于藻类繁殖和传播 ,平时应定期向墙面、地面喷洒消毒剂 ,防止藻类滋生。本研究应用“施而净”。

显示出良好的杀藻能力 ,但价格偏高。故对地面等环境的日常消毒 ,应用相对廉价的漂白粉 ,实际应用效果也

较好。整改后 ,厂家仍需通过综合管理 ,防止微生物污染死灰复燃。

3. 3 　现状 　目前 ,瓶装饮用水生产受到淡水藻类污染危害的厂家并不少 ,但多数企业无法查明原因或缺少有

效办法 ,只能听之任之。尽管现行国家标准对淡水藻类检出没有明确限制 ,但生产厂家应严格把关 ,保证出厂

产品不受污染。多数市售消毒剂均称可有效杀灭淡水藻类 ,企业在选择应用杀藻剂时 ,可先在小范围内试用 ,

确定适当的浓度及处理时间后 ,再大面积应用于环境及包装材料的消毒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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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表反馈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7 号 卫生部食检所 邮编 :100021

　联系人 :刘 瑕 王晓玲 联系电话 :010 —67791291 请复印 ,请宣传

—72—小球藻污染瓶装矿泉水生产厂家的整改措施———马群飞　林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