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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的土壤 (表层土、深层土) 、茶叶 (嫩叶、老叶)

检验数据取均值 ,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经相关性统计

分析 ,得 r = 0166 , P < 010005 ,表明土壤与茶叶含铅

量间有明显正相关关系存在。

214 　农药、肥料含铅量测定结果 　采集 7 个品种 29

份农药试样和 3 个品种 25 份肥料试样 ,均未检验到

铅含量痕迹。

215 　茶叶机械材质和添加剂铅含量测定结果　茶

叶机械以铁为主要材质 ,辅以铜质。经检验主要机

械材质 14 份 ,含铅量平均值为 154120 mgΠkg (10718

～21813 mgΠkg) 。茶叶制作中常用的添加剂为糯米

粉和食用滑石粉。本次调查共采检糯米粉 8 份 ,铅

含量均值为 1105 mgΠkg (0132～2135 mgΠkg) ,使用量

为 2 % ,食用滑石粉 4 份 ,铅含量均值为 0112 mgΠkg

(0109～0115 mgΠkg)使用量为 4 %。

216 　监测点茶园嫩叶与成品茶铅含量比较　采集

6 家精制茶厂各档成品茶 12 份 ,其含铅量为 114471

mgΠkg( �x ±s) ,与茶园直接采摘嫩叶含铅量进行两样

本均数比较 ,得 t = 11922 , P > 0105。表明 ,茶叶加

工前后铅含量不受茶叶制作过程添加剂和机械材质

的影响。

3 　讨论与控制措施

311 　茶叶源于土壤 ,土壤内含成分直接影响茶叶的

质量。本次调查表明土壤含铅量与茶叶含铅量显著

相关 ( P < 010005) ,是影响茶叶铅含量高低的主要

因素。由于植物具有蓄积作用 ,因此生长期越长 ,生

物蓄积越多。茶树老叶含铅量明显高于嫩叶 ,恰好

符合这一规律。历年来日常卫生监测结果表明用茶

芽 (嫩叶)制成的高档茶叶含铅量低 ,而用老叶或茶

梗制作的低档茶叶含铅量相对较高 ,也与本次调查

结果相吻合。因而大力发展优质高档茶 ,逐步减少

或淘汰低档茶 ,是今后发展名茶生产 ,提高茶叶卫生

质量 ,增强出口创汇竞争能力的主要方向 ,也是控

制绍兴茶叶铅含量的主要措施。

312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茶园近点无论土壤或茶

叶含铅量均偏高 ,且近点的表层土含铅量明显高于

深层土 ,远点及对照的表层土与深层土铅含量均无

统计学差异。这说明越接近公路的茶园相应铅污染

越重 ,且以来自空气降尘的表层污染为主。揭示汽

车含铅尾气排放沉积是造成土壤和茶叶含铅量升高

的主要原因。公路边茶园在规划或种植时应设置隔

离墙或隔离带 ,控制汽车尾气排放对茶园铅的污染。

313 　从农药、化肥、添加剂含铅量分析 ,由于其不含

铅或含铅量低 ,使用量少 ,对茶叶含铅量高低影响甚

微。茶叶机械虽然含铅量较高 ,但在茶叶加工过程

中大多为干式常温操作 ,且金属表面经氧化后形成

一层保护膜 ,其内在含铅难以溶解到茶叶之中。茶

园茶叶与成品茶含铅量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表明 ,制茶机械不是影响茶叶含铅量的主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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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超市食品卫生的问题、对策与管理效果

华小鹃

(无锡市卫生防疫站 ,江苏 无锡 　214002)

　　近年来食品超市发展迅速 ,成为城市中经销食

品的主要流通渠道之一。由于超市销售方式独特 ,

给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为此我们

于 1997 年底对我市 52 家超市的食品卫生状况进行

调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监督管理措施 ,两年

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调查方法

针对超市中存在的主要食品卫生问题 ,在无锡

市区经营面积 200 m2 以上的 52 家超市 ,调查卫生

许可证、健康证、食品保质期、散装直接入口食品销

售卫生、盆装净菜的加工销售卫生、索证等情况。

根据超市特点和卫生要求制作调查表 ,采用到

现场调查形式 ,逐项登记。1997 年 11 月作第一次调

查 ,采取监督管理措施后于 1999 年 11 月进行第二

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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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

211 　场中店卫生许可证　超市经营的食品种类多 ,

范围广 ,取得的卫生许可证中许可项目多 ,常有商家

不另行领取卫生许可证 ,以向超市租赁场地的场中

店形式加工、销售食品。常见的有面包及标花蛋糕

的现场加工、现场销售 ,散装熟肉卤菜的销售 ,蛇粉

珍珠粉的现卖现加工等。而超市管理人员对其加工

销售环节不熟悉 ,加上仅有经济关系 ,造成对该类部

门日常卫生管理不力 ,出现环境卫生与操作卫生差 ,

甚至产品质量不合格情况。卫生部门给予的行政处

罚对象是超市 ,对这些部门的违法行为起不到直接

惩罚作用 ,卫生监督管理效果较差。

212 　有效健康证 　52 家超市均是既经营食品又经

营百货 ,其中大部分以连锁店形式经营 ,该类型超市

一般是食品与百货在同一铺面经销 ,仅以货架和区

域分开 ,员工负责食品经营的同时又负责百货的经

营 ,且常换岗。在调查中发现 ,取得两年体检 1 次的

公共场所健康证的员工同时在负责食品经营的超市

占 3615 % ,造成超市内有效健康证不落实。

213 　保质期　超市在经营过程中消费者直接自选

食品 ,服务员以巡回形式管理数个货架、几十个品种

的食品 ,当货架上食品量不足时再往货架上添加食

品。由此易造成滞销食品和货架内层食品已超过保

质期 ,但仍在销售的状况。经查有超过保质期食品

的超市占 2818 %。

214 　散装直接入口食品　敞开式货架 ,不经过营业

员消费者直接挑选食品是超市的销售特点。由此出

现超市经销的无包装散装直接入口食品如炒货、蜜

饯、糕点、糖果等在销售中敞开供应不加盖、无防蝇

防尘设施 ,由消费者直接挑选 ,甚至用手抓随意拣选

食品的不卫生状况。

215 　盆装净菜 　由禽、畜、水产类及蔬菜经过拣洗

等加工 ,切配而成的盆装净菜是超市内的特色食品 ,

但存在以下问题 : (1) 未标明加工日期 ,不能当天售

完的净菜不及时清理 ,继续销售 ,易出现腐败变质食

品。(2)盆装净菜中有生食品、半成品甚至熟食品 ,

且在同一加工场所内加工 ,易造成生熟食品的交叉

污染。(3)部分超市把盆装净菜放在常温下销售。

216 　索证　食品超市是城市中销售各类食品的主

渠道 ,一些伪劣食品也千方百计挤入超市。有些超

市在进货时重利润 ,对食品质量不严格把关 ,不按规

定索证 ,查出有伪劣食品的超市占 1115 %。

对 52 家超市食品卫生调查的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52 家超市食品卫生调查情况

年份
场中店无

卫生许可证

缺有效健康证

人

超保质期食品

份

散装食品不加盖

份

盒装净菜　份

无生产日期 生熟不分 常温销售

1997
家数

%

12

2310

19

3615

15

2818

31

6115

33

6315

9

1713

5

916

1999
家数

%

0

0

3

517

2

318

5

916

5

916

2

318

0

0

3 　对策

311 　针对超市内场中店的情况 ,参照对市场的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 ,凡在超市内租赁场地独立加工经营

食品者必须经过卫生监督部门审查 ,符合相应卫生

要求单独领取卫生许可证后方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 ,履行食品从原料到成品必须符合卫生要求的

义务。超市对经营场地内所有食品经营者和经营的

食品履行日常性卫生管理的义务。卫生监督部门根

据《食品卫生法》的规定严格监督管理。

312 　对员工流动性大、换工多 ,不能把经营食品与

经营百货的员工严格分开的超市 ,所有员工按食品

经营人员要求 ,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 ,取得健康证

后方可上岗。

313 　加强超市的食品卫生自身管理 ,货架食品实施

分管责任到人以及食品保质期到期提前上报制度。

每一货架上的各种食品分管责任到各个员工 ,每天

检查一次 ,按保质期的先后整理和调整 ,做到每种食

品员工心中有数。对保质期在 3 个月以上的定型包

装食品 ,在到期之前的 1 个月上报店领导 ,对保质期

短的食品 ,在每天清理检查中及时发现及时上报 ,并

采取措施及时处理。

314 　无包装的散装直接入口食品必须存放在加盖

能密闭的清洁容器中 ,并有员工专门负责销售 ,购物

时用专用工具 ,严禁敞开式、由消费者用手直接选购

式销售方法。

315 　经切配后的盆装净菜必须存放在 1 ℃～10 ℃的

冷藏柜内销售 ,加保鲜膜贴上标签表明加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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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对食品的质量进行检查 ,剔除变质食品 ,保证食

品质量。加工生食品的净菜加工场内严禁加工熟食

品 ,熟食卤菜的加工销售严格按照“五专”,即专人、

专间、专用工具、专用消毒设备、专用冰箱 ,防止生熟

食品交叉污染。

316 　各连锁店超市和大型超市均成立配供中心 ,实

行统一进货统一质量把关。对进场食品重点把好每

年第一次进场时的索证关 ,必须索取同批食品的化

验单 ,审查质量是否合格 ,同时需检查有无卫生许可

证 ,防止假冒伪劣食品混入超市销售 ,对未提供同批

化验单的食品由卫生监督部门抽样检验 ,合格者方

可在超市销售。平时按规定索证 ,并由监督员对销

售的各类食品实行不定期的抽样监测。

4 　效果

两年来通过实施上述措施对食品超市进行卫生

监督管理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卫生许可证持证率

达到 100 % ,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率达到了规

定要求。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大大降低 ,散装直接入

口食品、盆装净菜及其它食品的加工和销售卫生均

有了明显提高。食品进货时卫生质量有人把关 ,索

证率显著增加 ,使伪劣食品在超市无立足之地 ,具体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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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核苷酸对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的作用

据南佛罗里达医学院研究。核苷酸及核苷酸的代谢产物在许多生物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因为核苷酸可由体内合成 ,所以未被人们认为是必须营养。然而研究发现 ,饮食核苷酸对身体

有益。对人的营养而言 ,核苷酸是“条件必需”。当体内核苷酸不足以满足正常功能需要时 ,饮

食核苷酸就成为了必须营养。多数饮食核苷酸被迅速代谢和排出 ,但有一部分进入组织 ,尤其

对年轻人和禁食者 ,对迅速生长者或患某种疾病的病人 ,饮食核苷酸可减少体内从头开始合成

核苷酸 (从相对小的反应物开始) ,较好地满足重要组织系统的需要 ,如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

饲以加核苷酸的动物和饲以不加核苷酸的动物相比 ,核苷酸可促进生长 ,有利于消化道疾病的

康复 ,加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提高细菌感染病人的生存率 。婴儿通过母乳获得核苷酸 ,人

乳中有核酸、核苷、核苷酸及其代谢产物。人乳中的核苷酸含量高于目前多数婴儿配方牛乳制

品 ,饮食核苷酸有利于食用配方牛乳的婴儿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发育。喂外加核苷酸的婴

儿比喂不外加核苷酸的婴儿较少患腹泻 ,对嗜血性 b 型流感病毒有较高的抗体滴度和较高的

NK细胞活性少 。

(方晓理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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