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规文件·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卫　　　生　　　部

　文件

工商广字[2000 ]第 257 号

关于加强保健食品广告监督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厅 (局) :

为维护广告市场秩序 ,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广告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广告法》、《食品卫

生法》有关规定 ,现就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广告监督管理的问题通知如下 :

一、保健食品广告中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 ,禁止宣传疗效 ,禁止宣传改善和增

强性功能的作用。

二、保健食品广告应当严格依照由卫生部核发的保健食品证书中的保健功能 (目录见附件一) 进行宣

传 ,不得超出和扩大。

三、保健食品广告应有明显的保健食品标志 (图形见附件二) ,应使消费者容易识别其为保健食品。在

可视广告 (如影视、报刊、印刷品、店堂、户外等广告) 中 ,保健食品标志所占面积不得小于全部广告面积的

1Π36 ;其中 ,报刊、印刷品广告中的保健食品标志 ,直径不得小于 1 厘米 ,影视、户外显示屏广告中的保健食品

标志 ,须不间断地出现。在广播广告中 ,应以清晰的语音表明其为保健食品。

四、对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抽检不合格的保健食品 ,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卫生行政部门关于

通报不合格产品的有关文件在辖区范围内暂停其广告发布。上述保健食品经原抽检部门或其上级部门再

次抽检合格 ,方可继续发布广告。

附件 :一、保健食品功能目录

二、保健食品标志 (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卫 　　　生 　　　部

二 ○○○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 保健食品功能目录

11 免疫调节 　21 调节血脂 　31 调节血糖 　41 延缓衰老 　51 改善记忆 　61 改善视力 　71 促进排铅 　81 清

咽润喉 　91 调节血压 　101 改善睡眠 　111 促进泌乳 　121 抗突变 　131 抗疲劳 　141 耐缺氧 　151 抗辐射

161 减肥 　171 促进生长发育 　181 改善骨质疏松 　191 改善营养性贫血 　201 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

作用 　211 美容 (祛座疮Π祛黄褐斑Π改善皮肤水份和油份) 　221 改善胃肠道功能 (调节肠道菌群Π促进消化Π
润肠通便Π对胃粘膜有辅助保护作用) 　231 抑制肿瘤 (卫生部已于 2000 年 1 月暂停受理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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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0 ]453 号

卫生部关于加强 2001 年元旦
春节期间健康相关产品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

当前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开展以食用油、化妆品和一次性输血、输液器为重点的打假工作 ,并

已取得一定成效。河南省查获并销毁含矿物油的芥末油 419319 公斤。河北省查封掺有矿物油的饼干 2900

余箱、玉米色拉油 1823 公斤、芥末油 10180 瓶。广东省查获掺有矿物油的大米 70 余吨。北京市对市场上的

假冒化妆品和“性保健用品”进行了严厉查处。

2001 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 ,为更好地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生

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消毒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保证食品、化妆品、生活饮用水、消毒用品

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产品的卫生安全 ,严厉打击利用节假日制售假冒伪劣健康相关产品的行为 ,维护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 ,特通知如下 :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 ,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认真落实我部《关于迅速组织监督检查食

用油生产经营单位的紧急通知》(卫机发[2000 ]27 号) 、《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健康相关产品违法

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卫机 [ 2000 ]28 号) 和《关于查处食品中掺入矿物油违法行为的紧急通知》(卫机发

[2000 ]32 号)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健康相关产品卫生监督检查工作。

二、各地要认真组织 ,周密部署 ,制定具体计划 ,加强对辖区内健康相关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 ,

重点检查肉类、乳制品、酒类、糕点、水果等节日商品和餐饮业、集体食堂、集体餐供餐业等重点单位。要会

同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坚决取缔加工假冒伪劣健康相关产品的黑窝点 ,严厉打击利用节假日商品消费的

高峰季节制售假冒伪劣健康相关产品 ,坑害消费者的违法行为。各地在监督检查过程中 ,要协调一致 ,互相

支持 ,对发现的重大案件 ,及时报告我部。

三、要配合新闻部门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对监督检查情况、大案、要案的查处和消费者投诉的处理等要

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树立卫生行政执法的形象和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年十二月十九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0 ]294 号

卫生部关于瓶装饮用纯净水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

根据 2000 年健康相关产品监督抽检计划 ,我部组织开展了瓶装饮用纯净水的监督抽检工作。据河北、

江苏、福建、重庆、四川、安徽、内蒙古、湖北、天津、黑龙江、北京、新疆、辽宁、上海、浙江、甘肃、江西、宁夏、吉

林等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上报的结果 ,本次共抽检瓶装饮用纯净水 194 种 ,检验项目为菌落

总数 ,大肠菌群 ,霉菌 ,酵母、电导率 ,根据国家标准评定 ,5 项指标均合格的产品 178 种 ,不合格产品 16 种 ,合

格率为 9118 %。现将抽检情况通报如下 :

一、不合格产品 (产品名称、规格、批号和生产单位均为产品标示内容) :

(一)乐康尔饮用纯净水 ,规格 :1819LΠ桶 ,批号 20000425 ,浦城仙楼饮用纯净水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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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菌落总数 2200 cfuΠml ,超过国家标准 109 倍。
(二)天慈饮用纯净水 ,规格 :600 mlΠ瓶 ,批号 :2000103122 ,天津市天磁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标 :菌落

总数 88 cfuΠml ,超过国家标准 314 倍。
(三)阿可纯净水 ,规格 :600 mlΠ瓶 ,批号 :1999107128 ,天津市天磁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标 :菌落总数

43 cfuΠml ,超过国家标准 112 倍。
(四)露泉纯净水 ,规格 :600 mlΠ瓶 ,批号 :20000408 ,乌鲁木齐县露泉食品厂生产 ,不合格指标 :菌落总数

7900 cfuΠml ,超过国家标准 394 倍 ;电导率 130μsΠcm ,超过国家标准 12 倍。
(五)樵依食用纯净水 ,规格 :300 mlΠ瓶 ,批号 :20000314 ,新疆樵依食用蒸馏水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

标 :霉菌 1 cfuΠml , (国家标准为霉菌不得检出) ;电导率 11μsΠcm ,超过国家标准 011 倍。
(六)考赛尔纯净水 ,规格 :1819 升Π桶 ,批号 :20000425 ,新疆考赛马尔饮用水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不合格

指标 :霉菌 1 cfuΠml (国家标准为霉菌不得检出) 。
(七)宇霜冰冰爽纯净水 ,规格 :1819 升Π桶 ,批号 :20000205 ,新疆工商银行干校宇霜保健品厂生产 ,不合

格指标 :电导率 24μsΠcm ,超过国家标准 114 倍。
(八)赛昂纯净水 ,规格 :1819 LΠ桶 ,批号 :20000226 ,上海赛昂保健饮料厂生产 ,不合格指标 :电导率 1416

μsΠcm ,超过国家标准 0146 倍。
(九)名杨纯净水 ,批号 :9900802 ,南昌名杨饮用水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标 :菌落总数 124 cfuΠml ,超过

国家标准 512 倍 ;霉菌 2 cfuΠml ,酵母 1 cfuΠml (国家标准为霉菌、酵母不得检出) 。
(十)润田富氧纯净水 ,批号 :20000405 ,江西丰润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标 :菌落总数 400 cfuΠml ,

超过国家标准 19 倍。
(十一)浔深富氧纯净水 ,批号 :2000417 ,浔深纯净水设备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标 :电导率 3711μsΠcm ,

超过国家标准 217 倍。
(十二)长虹纯净水 ,批号 :2000419 ,九江市长虹纯净水有限公司生产 , 不合格指标 :菌落总数 312 cfuΠml ,

超过国家标准 1416 倍 ;大肠菌群 9 MPNΠ100 ml ,超过国家标准 2 倍。
(十三) 富士山纯净水 ,规格 :1819 L ,批号 :20000314 ,银川富士山饮品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标 :菌落总数

86 cfuΠml ,超过国家标准 313 倍。
(十四)青春纯净水 ,规格 :1819 L ,批号 :20000314 ,宁夏青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不合格指标 :电导率

1515μsΠcm ,超过国家标准 0155 倍。
(十五)故泉黑子王纯净水 ,规格 :600 ml ,批号 :20000136 ,唐山市故泉饮料厂生产 ,不合格指标 :菌落总数

1400 cfuΠml ,超过国家标准 69 倍。
(十六)斯普惠饮用纯净水 ,规格 :600 ml ,批号 :99110110 ,河北省玉田酿酒厂生产 ,不合格指标 :电导率

2410μsΠcm ,超过国家标准 114 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微生物超标

此次抽检发现的 16 种不合格瓶装饮用纯净水中 ,有 11 种是由于细菌或霉菌污染 ,有个别产品甚至有大

肠菌群污染 ,瓶装纯净水的微生物污染多与生产过程卫生管理不当 ,环境或容器受到污染有关。
(二)电导率超标

本次抽检有 7 种瓶装饮用纯净水产品电导率超标。电导率超标标志着饮用水中存在较多的导电物质 ,

反映出纯净水加工工艺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处理措施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我部的部署 ,依照有关监督检查的程序或要求 ,认真组织开展抽检工作 ,

及时上报抽检结果。要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确保产品卫生

质量。对本次监督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各地应依法严肃查处 ,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函报我部卫生法制

与监督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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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0 ]376 号

卫生部关于 2000 年第三季度
全国重大食物中毒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

今年第三季度 ,我部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41 起 ,中毒 2328 人 ,死亡 28 人。现将中毒情况通报如

下 :

一、食品中毒情况

(一)食物中毒报告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7 月 6 541 1

8 月 14 699 16

9 月 21 1088 11

合计 41 2328 28

11 按病因分类

中毒原因 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化学性食物中毒 13 556 5

细菌性食物中毒 11 1050 5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7 76 15

其它食物中毒 10 646 3

合 　计 41 2328 28

　　本季度食物中毒发生起数和中毒人数逐月增多。

(二)食物中毒分类情况

化学性食物中毒和细菌性食物中毒发生起数和中毒人数最多 ,是我们预防和控制食物中毒的重点。有

毒动植物食物中毒致死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5316 %。

21 按就餐形式分类

就餐形式 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饮食服务单位 12 897 0

家 　庭 11 236 14

学生集体食堂 8 812 0

其 　它 10 383 14

合 　计 41 2328 28

　　从食物中毒发生的地点可以看出 ,饮食服务单位

发生中毒人数最多 ,占总中毒人数的 3815 % ;家庭就

餐引起食物中毒致死人数最多 ,占总死亡人数的

50 %。

二、原因分析

第二季度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39

起 ,中毒 2222 人 ,死亡 25 人。同第二季度相比 ,第三

季度的中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都略有所上

升。

　　(一)农药引起食物中毒应当引起重视

本次通报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中因农药引起的食品中毒有 9 起 ,占中毒总起数的 1Π5 ,中毒 282 人 ,死亡

5 人。农药引起食物中毒的重要原因是投毒 ,如 :8 月 15 日 ,江西省南昌市一工地食堂被投毒毒鼠强 ,51 人

中毒 ;9 月 8 日 ,四川梓潼一家庭被投毒毒鼠强 ,24 人中毒 ;9 月 9 日 ,江苏南京四家杂货店被投毒毒鼠强 ,4

人中毒 ;9 月 15 日 ,安徽亳州一食品摊贩被投毒鼠药 ,48 人中毒 ;9 月 21 日 ,安徽淮北一家庭被投毒氟化物 ,

115 人中毒。本季度引起食物中毒的农药主要为 :毒鼠强 (引起的食物中毒 6 起) 、有机氟农药 (引起的食物

中毒 2 起) 、其它鼠药 (引起的食物中毒 1 起) 。其中 ,毒鼠强和有机氟农药均为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销售的

农药。

(二)误食引起的食物中毒也不容忽视

本次通报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中 ,因误食有毒动植物引起的中毒事件有 7 起 ,中毒 76 人 ,死亡 15 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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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6 起为误食毒蕈中毒 ,1 起为误食蟾蜍中毒。

(三)细菌性食物中毒仍较为突出

本次通报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中细菌性食物中毒有 11 起。主要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疏于对食品生产加

工过程的卫生管理所造成的。饮食服务单位和学生集体食堂发生的中毒多属此类。如 :7 月 7 日 ,山东青岛

发生饮食服务单位食品加工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140 人 ;8 月 7 日 ,河北秦皇岛发生饮食服务单位食品

加工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68 人 ;8 月 15 日 ,广州发生饮食服务单位食品加工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

毒 91 人 ;8 月 15 日 ,山东青岛发生饮食服务单位食品加工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167 人 ;9 月 4 日 ,广东

珠海发生饮食服务单位食品加工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56 人 ;8 月 1 日 ,山东济南发生学校因加工食品

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80 人 ;9 月 10 日 ,天津发生学校因加工食品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132 人 ;9

月 20 日 ,海南琼山发生学校因加工食品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238 人 ;9 月 22 日 ,山东聊城发生学校因

加工食品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153 人。这类中毒一般中毒人数多 ,涉及面广 ,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和管

理。

根据秋季食物中毒发生的特点 ,8 月 24 日我部发出《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卫生监督检查的通

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开展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活动以及加强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群众预防食

物中毒的能力 ,及时发现和消除食物中毒的隐患。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依照卫生部的部署 ,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活动 ,保障了广大群众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但是 ,从本季度食物中毒的发生情况看 ,

发生食物中毒的隐患依然存在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贯彻《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组织开展食品

卫生监督检查活动 ,要把检查的重点放在餐饮业 ,特别是学校食堂、校内外饮食摊点、无证经营的食品摊点、

餐馆上。

同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也应加强农药安全使用的宣传教育 ,预防农药中毒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年十月三十日

关于查处食品中掺入矿物油违法行为的紧急通知
卫机发[2000 ]3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 ,我部发出了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健康相关产品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

(卫机发[2000 ]28 号)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 ,认真开展食用油等健康相关产品的专项治

理工作 ,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最近 ,据广东等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一些违法分子见利忘义 ,在大米、芥

末油、玉米色拉油中违法掺加矿物油 ,而且部分产品已流入市场 ,对人民健康构成极大威胁。

为严厉打击食品中掺入矿物油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消费者健康 ,现紧急通知如下 :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我部《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健康相关产品违法犯罪活动

的紧急通知》(卫机发 [ 2000 ]28 号) 和《关于迅速组织监督检查食用油生产经营单位的紧急通知》(卫机发

[2000 ]27 号)的要求 ,立即组织对辖区内大米、芥末油、色拉油及食用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

检查。

二、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可疑掺有矿物油的食品要立即封存 ,防止不法分子将违法产品进行转移、隐

匿。对制售含矿物油的大米、芥末油等食品的窝点 ,各地要作为大案要案处理 ,必要时 ,请公安、工商等部门

协助 ,一查到底 ,决不姑息 ,并将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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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监督检查的同时 ,各地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使消费者了解掺有矿

物油食品的鉴别方法 ,并告知如发现可疑掺入矿物油的食品 ,应立即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举报。

卫 　生 　部 　　

二 ○○○年十二月九日

卫生部司 (局)文件
卫法监食发[2000 ]135 号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印发进一步严厉打击食用油掺假
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北京、河南、广东、浙江省卫生厅 (局) :

为落实《卫生部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健康相关产品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卫机发

[2000 ]28 号)的工作部署 ,进一步开展严厉打击食用油掺假违法犯罪活动。我司于 2000 年 11 月 9 日召集北

京等部分省、市卫生厅局的有关人员在北京召开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食用油掺假等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会

议。现将此次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落实会议精神 ,并及时将检查结果上报我部。

附件 :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食用油掺假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会议纪要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 :

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食用油掺假
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会议纪要

　　根据《卫生部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健康相关产品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卫机发 [ 2000 ]

28 号)的工作部署 ,将进一步开展严厉打击食用油掺假违法犯罪活动作为当前打假工作的重点。为保护消

费者身体健康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我司于 2000 年 11 月 9 日下午召集北京、河南、广东、浙江等省

卫生厅的有关人员及卫生部食检所部分专家在北京召开会议 ,讨论进一步开展严厉打击食用油掺假等违法

犯罪活动的工作。会议由黄建生处长主持。

卫生部法监司黄建生处长首先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对此事件的指示精神 :卫生部要跟进 ,抓紧了解 ,查明

情况 , 举一反三 ,对玩忽职守、图财害命者要依法严惩 ,有关进展情况要及时汇报。同时还传达了赵同刚司

长对此项工作的具体指示 : (1)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国务院开展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

动的联合行动予以高度重视。要加大执法力度 ,对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2)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打击

食用油掺假工作要有计划、有安排 ,对已有的线索要进行溯源追踪 ,并将查处结果及时上报卫生部。会上 ,

河南省卫生厅赵连洲处长介绍了河南省严厉打击“基础油”冒充食用油案件的经验与教训。经过讨论 ,大家

认请了形势 ,统一了思想 ,一致认为要将落实国务院、卫生部领导指示和有关文件精神作为当前重要的工作

来抓 ,加强执法监督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 ,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代表们交流了各地开展打假工作的经

验与做法 ,并就如何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进行广泛讨论 ,会议决定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

11 各省卫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 ,组织各级卫生部门 ,以饼干喷涂矿物油为突破口 ,对糕点及食用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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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企业进行全面监督检查 ,如发现可疑线索 ,要与公安、工商等部门密切配合 ,溯源追踪 ,依法严惩 ,并

将结果上报卫生部。

21 各地要广泛开展有关卫生知识的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和法律意识 ,发现食品造假活动依

法举报。

31 对食品添加剂要加大力度进行监督管理 ,无卫生许可证禁止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

41 各省要对矿物油、食用油的鉴定检验技术进行培训 ,使基层检验人员了解国家标准 ,熟练掌握检验方

法。

卫生部司 (局)文件
卫法监食发[2000 ]第 50 号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酱油中 3 - 氯丙醇有关问题的函

国家国内贸易局 :

近期 ,由荷兰担任主持国的国际食品法典添加剂和污染物分委员会 (下称 CCFAC)第 32 届会议在中国召

开 ,我司也组团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在讨论中 ,关于 3 - 氯丙醇 (3 - MCPD) 是否致癌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

内容。会议决定由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起草一份关于 3 - 氯丙醇安全性的报告供下次会议审议。同时 ,FAO

和 WHO 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 (下称 J ECFA) 已将 3 - 氯丙醇列入优先评价名单。可见 ,3 - 氯丙醇的安全

问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3 - 氯丙醇 (3 - MCPD)包括 3 - 氯 - 112 - 丙二醇和 113 - 二氯 - 2 丙醇。据了解 ,3 - 氯 - 112 - 丙二醇

主要是在酸水解法生产的酱油中残留 ,传统发酵法生产的酱油不含此物质。

1999 年我国 5 批酱油出口欧洲遭到退货主要是因酱油中含有 3 - 氯 - 112 - 丙二醇。虽然目前 3 - 氯丙

醇尚未被国际机构评价为致癌物 ,但根据其化学结构和过去的动物试验结果 ,很可能经 CCFAC 讨论以及

J ECFA 评价后 ,被认定为致癌物。

我国酱油出口量较大 ,如果不认真研究解决 3 - 氯丙醇的问题 ,势必严重影响我国酱油的出口贸易 ,因

此 ,我们将上述信息提供给贵局 ,建议贵局参照国际标准制订质量标准 ,改进生产工艺 ,降低 3 - 氯丙醇的含

量 ,并加强管理 ,促进我国酱油的生产和贸易。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年四月二十八日

卫生部司 (局)文件
卫法监食发[2000 ]第 44 号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肉类产品进口有关问题的复函

外经贸部贸管司 :

贵司[2000 ]外经贸管进便函字第 48 号文件收悉。经研究 ,现答复如下 :

一、关于进口肉品的管理 ,口岸食品检验检疫部门应当按照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进行验放。我部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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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 和国务院“三定”方案 ,对上市的肉品 (包括进口肉品)

进行监督管理 ,同时制定相应的肉品卫生管理规章、肉品卫生标准和规范。现已颁布的有 ,《肉与肉制品卫

生管理办法》(附件 1) ,《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对肉品上市前的管理 ,由农业部、内贸部、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分别依据《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进口动植物检疫法》进行管理。

二、对函中有关具体事项答复如下 :

(一)关于肉类产品的标准。现行的肉品卫生标准是在 1994 年和 1996 年根据我国肉品卫生基本调查情

况制修订的 ,这些标准除一般的理化、重金属和六六六、滴滴涕农药残留指标外 ,在食物分类、安全性评价方

面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缺少相关农药、激素、兽药残留等污染物指标。今年 ,

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中 ,将根据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对我国的卫生标准进行完善和调整 ,尽快缩小与国际标

准的差距。

(二)关于肉类产品的质量问题。据部分消费者投诉 :国内外的畜禽类在养殖过程中存在滥用饲料添加

剂、抗生素、生长激素和克伦特罗 (抗哮喘药) 等现象 ,充斥肉品消费市场 ,使消费者在肉品的消费中存在疑

虑 ,影响了国内市场的消费 ,应当加强口岸的肉品检验工作和市场的监督管理。

(三)关于对经营进口肉品企业的要求。经营进口肉品的企业 ,应当先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 ,

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 , 取得卫生许可证后 ,再申请工商行政登记 ,方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四)关于肉类产品流通环节的管理。应根据《食品卫生法》,加强对肉品流通过程中产品“索证 (卫生检

验合格证)”的管理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应加强自身的管理 ,不使用未经检疫、检验、来源不明或不符合卫

生标准的食品及原料。肉类产品加工企业 ,应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布的《肉类加工厂卫生规范》(见附件 2) 的

要求进行生产 ,以保证肉类产品的卫生。今年 ,我部将加强卫生执法力度 ,并将肉品卫生列入全国食品卫生

监督抽检计划 ,组织各地对肉品卫生进行监督抽检。

其他问题不属于我部职责范围。

三、我们的建议 :

(一)农业部门应根据自己的职责 ,管理好畜禽类的养殖工作 ,防止滥用饲料添加剂、兽药和激素的行

为 ,并管理好农药的使用 ,从肉品的源头把住关 ,使消费者能吃上“放心肉”,提高对国内肉品的信任感。

(二)进出口检疫检验部门应按我国现有的肉品标准 ,做好进口肉品的验放工作 ,对尚无我国“卫生标

准”的进口肉类产品应根据《食品卫生法》及时报卫生部审核批准 ,防止不合格肉类产品进入我国。

(三)内贸部门应加强屠宰工作的管理 ,提高肉品质量 ,增强国际竞争力。

附件 :11 肉与肉制品卫生管理办法 (略)

21 肉类加工厂卫生规范 (略)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年四月十九日

卫生部司 (局)文件
卫法监食发[2000 ]102 号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复检河北廊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

我部根据 2000 年健康相关产品监督抽检计划和各地上报的抽检结果 ,于 3 月 8 日发出《卫生部关于

2000 年第一次全国食品卫生监督抽检结果的通报》(卫法监发[2000 ]第 90 号) ,其中 ,河北廊雪面粉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特级雪花粉和雪花粉被通报为过氧化苯甲酰含量超过国家标准 ,被判定为不合格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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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廊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为此向我司提出复检申请。经组织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和河北省

卫生厅对该公司生产的特级雪花粉和雪花粉进行复检 ,结果为过氧化苯甲酰含量合格。

附件 :检验报告。(略)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年九月十八日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转请核查
部分保健食品涉嫌违法生产经营的函

卫法监食便函[2001 ]5 号

各有关省卫生厅局 :

最近 ,我司收到投诉 ,反映部分保健食品 (名单见附件) 利用报刊、产品说明书等涉嫌进行违法宣传。现

将有关材料转去 ,请你厅进行核查。如情况属实 ,应依法严肃查处。请将核查结果于 2 月 1 日前函报我司。

附件 :部分保健食品名单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一年一月八日

附件 :

核查部分保健食品名单

绿 A 天然螺旋藻

珍奥核酸

世博东方灵宝

通惠牌灵芝包子虫草菌丝体粉

龙宝纯蝮蛇粉

摩罗系列产品

灵达基因生命剂

云南绿 A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珍奥核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世博金都 (集团)公司

江苏通州灵芝王保健食品厂

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实业公司

河北省中医医院

北京法政兴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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