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状况调查

陈 　燕

(成都市卫生防疫站 ,四川 　成都 　610021)

近几年 ,我市旧城改造和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市区内常年几十个建筑工程队同时施工。九十年代初期 ,建

筑工地食物中毒或肠道传染病时有发生。它不仅影响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工程进度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而

且威胁大城市的疫病控制工作。为消除隐患 ,确保广大建筑工人的身体健康和食用安全 ,摸索经验指导基层

工作 ,我们对所辖范围的工地食堂作了一次全面的卫生状况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调查内容与方法

1. 1 　时间 　1997 年 1 月至 1998 年 12 月。

1. 2 　对象 　按分级管理 ,查我站负责的市建委 9 个工程公司和部分省建、中建工程公司下属的全部工地食

堂。区县以下建筑公司食堂不在其内。

1. 3 　方法

1. 3. 1 　一般卫生状况调查 ,按集体食堂操作间的基本卫生要求 ,如有无食品卫生许可证和食品从业人员健康

证 ,室内外环境卫生 ,设计布局和功能分区情况、基础卫生设施 ,炊事人员素质等编制统一的调查表 ,由食品卫

生监督人员逐户深入监督检查时填写。

1. 3. 2 　抽样检验 ,用食具监测纸片法抽样监测熟食装具及工用具的大肠菌污染状况。

2 　结果 　本次共调查 96 个建筑工地食堂 ,其中 1997 年前及 1997 年陆续开伙的 49 户 ,占 51. 04 % ;1998 年

先后开伙的 47 户 ,约占 48. 96 %。

2. 1 　遵守法纪情况 　96 户工地食堂 ,搭建前将设计图纸送交卫生审查的只有 16 户 ,占 16. 66 % ;事先未经卫

生审查合格 ,并未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已开伙的 20 户 ,占 20. 83 % ;卫生审查提出改进意见后 ,能认真整改的

90 户 ,占 93. 75 %(指固定设施的整改) ;未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擅自设小卖部销售定型包装食品等的 74 户 ,

占 77. 08 % ;查到食品从业人员 (指炊事员) 382 人 ,能出示有效健康证的 356 人 ,占 93. 19 %。见表 1。

表 1 　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情况

总户数
建前设计图送审

　户数　　　% 　

无证开伙

　户数　　　% 　

能整改的

　户数　　　% 　

无证设小卖部

　户数　　　% 　

持健康证上岗

　人数　　　% 　

96 16 16. 66 20 20. 83 90 93. 75 74 77. 08 356 93. 19

2. 2 　一般卫生状况 　见表 2。本次调查的 96 个食堂中 ,室内外环境比较整洁的 72 户 ,占 75 % ;距厕所和浴

室等污染源不到 30 m 远的 18 户 ,占 18. 75 % ;城市施工 ,所有工地食堂都使用自来水 ,都安装有完善的上、下

水设施。96 户中 ,95 户食堂为临时搭建的低矮棚舍 ,只有一户利用未拆的旧食堂 ;有硬质地面的达 100 % ,地

砖地面 79 户 ,占 82. 29 % ,水泥地面 17 户 ,占 17. 71 % ;关键部位瓷砖化 (指灶台、墙裙 ,售饭窗等贴白色瓷砖)

的 94 户 ,占 97. 92 % ;设防尘顶板 (指用竹胶板或层板 ,寸板等吊顶)的 91 户 ,占 94. 79 %。

表 2 　成都市工地食堂的一般卫生状况

总户数
环境整洁

　户数　　% 　

距厕所不到 30m

　户数　　% 　

硬质地面

　地砖　% 　水泥　% 　

关键部位瓷砖化

　户数　　% 　

防尘吊顶

　户数　　% 　

96 　72 85. 92 　18 18. 75 　79 82. 29 　17 17. 71 　94 97. 92 　91 9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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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卫生设施 　见表 3 ,由表 3 可见 ,工地食堂操作间能按功能分区布局 (包括经过卫生审查提出要求能整

改的)共 92 户 ,占 95. 83 % ;有熟食备餐防蝇间的 94 户 ,占 97. 92 % ;有冰柜或冰箱的 96 户 ,为 100 % ;有电子

消毒柜的 65 户 ,为 67. 7 % ;操作间有纱门纱窗的 31 户 ,为 32. 29 % ;能正确使用卫生设施的 42 户 ,占

43. 75 %。

表 3 　成都市工地食堂基本卫生设施

总户数
操　作　间
按功能分区

　户数　　% 　

有　熟　食
备餐防蝇间

　户数　　% 　

操　作　间
有纱门纱窗

　户数　　% 　

有冷藏设施

　户数　　% 　

有电子消毒柜

　户数　　% 　

能 正 确
使用卫生设施

　户数　　% 　

96 92 95. 83 94 97. 92 31 32. 29 96 100 65 67. 7 42 43. 75

2. 4 　抽样检验结果 　见表 4。表中数据显示工地食堂工、用具污染大肠菌较严重 ,大菜盆污染率 47. 92 % ;大

菜勺污染率为 62. 22 % ;熟菜刀墩污染率为 93. 33 % ;备餐熟食间案台污染率为 100 %。

表 4 　工用具和餐具抽样检验结果

大菜盆

抽检数　检出数　%

大菜勺

抽检数　检出数　%

熟菜刀墩

抽检数　检出数　%

备餐案台

抽检数　检出数　%

公用餐具

抽检数　检出数　%

96 46 47. 92 90 56 62. 22 30 28 93. 33 18 18 100 130 20 15. 38

3 　讨论

3. 1 　调查结果表明 ,工地食堂虽然存在临时性强 ,98 %以上为临时搭棚 ,城市施工用地十分紧张等问题 ,监督

管理难度很大。但经过主管部门和卫生监督部门几年的配合 ,加强管理和监督 ,其卫生面貌已得到明显的改

善。如表 2、表 3 所示。我市许多工地食堂卫生面貌在创卫迎检中受到同行和卫生检查团专家们的好评 ;加

强监督管理工作以来 ,市级以上的工地食堂未再发生过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毒。回顾九十年代初期 ,进入工

地食堂难于下脚 ,厨房操作间硬质地面约占 20 % ,紧邻厕所和浴室的高达 50 %以上 ,有的还随地大小便 ,遍地

垃圾 ,已是很大的进步。

3. 2 　调查监测结果表明 ,工地食堂从业人员卫生习惯比较差 ,缺乏卫生法律意识。部分管理人员和 90 %以

上的从业人员都是文化比较低的农村人。他们能吃苦耐劳 ,能适应此处艰苦的条件和强劳动。但他们不习惯

按卫生要求规范性的操作 ,当监督管理人员不在场时 ,还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造成不必要的污染 ,如将生菜 ,生

肉搬到备餐熟食间去切 ;将菜盆用来装或洗生菜 ;把个人用品 ,未洗净的菜、饭菜票、钱、酒、饮料、调味品等放

在备餐熟食间造成污染 ,监测结果显示 ,大肠菌污染严重。所以 ,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要更进一步加强教育和监

督。然而由于他们都是临时工 ,更换十分频繁 ,给监督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3. 3 　承包经营食堂带来许多食品卫生方面的问题。目前 ,我市 90 %的建筑项目 ,都由项目经理向建筑公司

承包。项目经理为省事和不贴钱 ,又将食堂承包给个人办理 ;有的食堂承包人为赚钱 ,经常购买批发菜 ;买处

理肉等。调查和监督过程中曾发现烂菜发臭情况。另一方面 ,建筑工人绝大多数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 ,来

自四面八方 ,有的直接来自疫区。所以建筑工地食堂引起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毒的危险因素是随时都存在着

的。

3. 4 　企业不重视食品卫生工作。目前 ,我们对工地食堂的监督管理主要是由于市政府重视 ,责成主管部门加

强管理。多数项目承包人和食堂承包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赚钱。卫生要求和制度流于形式。个别项目经理

财大气粗 ,不服从上级主管部门一般成员和食品卫生监督员的监督管理 ,给食品卫生工作的开展造成极大的

困难 ;如有个别基层领导瞎指挥 ,为赶建一项工程 ,盛夏之季突然集中七、八个基层建筑队 (上千人)施工 ,由一

个食堂制作盒饭供餐 ,结果不到三天就发生了细菌性食物中毒 (此次中毒不在市级管辖范围之内) 。

3. 5 　还有更加临时或流动性很大的工程食堂未管理起来 ,它们卫生设施和条件很差。如挖土方的整冲队、安

装队、筑路队等 ,他们多数是露天搭棚 (编织袋遮雨和太阳) ,三个石头支口锅、搭个木板切菜 ,多数没有硬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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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吃一餐算一餐 ,潜伏着很大的食品污染和食物中毒危机。

3. 6 　食品卫生监督力度不够。许多食品卫生问题需要加强监督力度 ,然而目前食品卫生监督部门人力、物力

不够 ;分级管理力量分散 ,甚至互相抵消 ;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多变而复杂 ,如罚一千元以上需书写 10 张以上的

案卷 ,使得人少事多的基层食品卫生监督人员难以应付。无疑更增加了卫生行政处罚的难度。

综上所述 ,我市建筑工地食堂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虽然经过几年的努力 ,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还存

在不少的问题 ,需更进一步投入更大的人力和物力 ,巩固成绩 ,继续做好工作。卫生监督部门必须加快体制改

革 ,以便更好地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图分类号 :R155 ,6 + 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 —8456 (2000) 06 —0034 —03

云南省 100 种特有食物中 VB1 含量的测定 3

殷建忠 　周玲仙 　张雪辉 　王 　琦

(昆明医学院营养与食品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1)

为了解云南特有食物的营养成分 ,填补云南食物营养成分分析空白 ,为食物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提供

科学依据 ,我们于 1996 年 10 月至 1998 年 12 月对云南省 100 种特有食物进行 VB1 含量测定 ,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样 　

1. 1. 1 　试样来源 　测定的 100 种食物产自云南省各地区、市、县。由专业人员按“食物营养成分测定方法”[1 ]

规定的相应方法随机采样 (问明产地) 。

1. 1. 2 　试样预处理 　新鲜蔬菜水果试样取可食部分 ,洗净再用蒸馏水冲洗三遍 ,晾干 ,4 ℃冰箱保存 ,尽快分

析测定。测定时用组织捣碎机捣成匀浆后供测定。豆类、谷类及茶叶类等用粉碎机将试样尽量粉碎保存备检

测。

1. 2 　方法 　荧光法 GB 12390 —90。[2 ] Ex 365 nm ,Em 435 nm。

1. 3 　仪器 　960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生产。

1. 4 　质量控制 　先按上法对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提供的质控试样进行测定 ,待测定

结果符合要求后 ,再正式测定试样 ,每种试样取 2 份平行操作 ,平均偏差小于 10 %者取平均值报告结果。

2 　结果与讨论 　云南省 100 种特有食物中 VB1 的含量见表 1。

VB1 在体内具有参与糖代谢、促进能量代谢、维护神经与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和促进生长发育的重要作

用。含量较丰富的食物有动物内脏、肉类、豆类、花生及没加工的粮谷类。[3 ,4 ]云南省 100 种特有食物中 VB1

含量测定结果与上述文献报导基本一致。本次测定结果可为评价本地区居民膳食中 VB1 摄入量提供参考依

据。

测定结果表明 ,VB1 广泛存在于天然食物中 ,同类食物的不同品种之间 ,VB1 含量差别不一 ,如茶叶类的

白雪茶 (0. 07 mg/ 100 g)与沱茶 (0. 01 mg/ 100 g)相差 7 倍 ,而水果类的酸角 (0. 32 mg/ 100 g)与酸多依 (0. 002

mg/ 100 g)相差 160 倍。在不同种类的食物之间 ,VB1 含量差别较大 ,豆类及制品含量较高 ,蔬菜、水果、茶叶

类含量相对较少。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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