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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三)第四季度食物中毒情况

第四季度我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42 起 ,中毒 1155 人 ,死亡 51 人。细菌性食物中毒人数最

多 ,中毒 561 人 ,死亡 5 人 ;化学性食物中毒 24 起 ,发生率最高 ,死亡人数 35 人 ,死亡人数也最多 ;有毒动植

物中毒发生 8 起 ,造成 39 人中毒 ,11 人死亡 ,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1Π5 ,在中毒人数中死亡比例最高。

从食物中毒发生的地点可以看出 ,学生集体食堂发生中毒人数最多 ,中毒 469 人 ,占总中毒人数的

4017 % ,原因多属细菌性食物中毒 ;家庭就餐引起食物中毒事件和死亡人数均最高 ,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

的 5818 % ,发生原因多为农药或有毒动植物中毒。

二、原因分析

(一)农药引起食物中毒问题突出

2000 年上报的 63 起化学性食物中毒中 ,由农药引起的中毒 41 起 ,中毒人数 1311 人 ,死亡 35 人 ,超过全

年总死亡人数的 1Π5。所致中毒的主要原因是投毒 ,其次为农药不合理使用污染食物引起。如 :6 月 4 日 ,河

南襄城发生投毒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298 人 ,无死亡 ;9 月 21 日 ,安徽淮北一家庭被投毒氟化物造成 115 人

中毒 ,无死亡 ;宁夏西吉县马建乡被投毒毒鼠强造成 6 人中毒 ,6 人死亡 ;11 月 27 日 ,贵州镇远县尚寨乡律令

村发生农药污染食物引起 107 人中毒。投毒的物质多为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销售的农药 ———毒鼠强。

(二)细菌性食物中毒仍然是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在总共 6237 名各类食物中毒病人中 ,细菌性食物中毒人数为 2858 人 ,占 4518 %。如 :6 月 13 日 ,宁夏平

罗发生学校因加工食品不当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298 人 ;4 月 27 日 ,山东滕州发生学校因加工食品不当引

起的食物中毒 ,中毒 199 人 ;10 月 31 日 ,广东清远市佛冈县幼儿园食堂因加工不当引起 126 人食物中毒。细

菌性食物中毒夏秋季多发 ,发病率高 ,涉及面广 ,影响大 ,应当进行有效地控制。

(三)有毒动植物中毒不容忽视

就全年上报的情况看 ,因误食或加工不当有毒动植物引起中毒 31 起 ,中毒 281 人 ,死亡 51 人 ,占总死亡

人数的 1Π3 ,中毒人数中死亡比例最高 ,多因加工不当或误食河豚鱼和毒蕈造成 ,应当引起重视。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在认真分析以往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患的基础上 ,针对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 ,

加大执法力度。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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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规定 ,及时报告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加强处理疫情和食物

中毒的应急准备工作 ,提高食物中毒的防治与管理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一月十七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76 号

卫生部关于 2001 年第一次健康相关产品
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

根据我部《关于印发 2001 年健康相关产品监督抽检计划和公共卫生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卫法监发

[2000 ]463 号)的部署 ,我部组织部分省市开展了蒸馏酒、糕点、饼干类、保健食品及化妆品的监督抽检工作 ,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食品抽检情况

(一)蒸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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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抽查样品 30 种 ,检查的依据为《蒸馏酒卫生标准》( GB2757 —81) ,检验项目为甲醇、杂醇油和铅含量。

经检验 ,全部合格。合格产品名单见附件 1。

(二)酱油

共抽查样品 20 种 ,检查的依据为《酱油卫生标准》( GB2717 —1996) ,检验项目为氨液态氮、砷、铅、大肠菌

群、菌落总数、致病菌。经检验 ,全部合格。合格产品名单见附件 2。

(三)糕点、饼干类

共抽检产品 43 个 ,分别依据糕点、面包卫生标准 ( GB7099 —1998) 和饼干卫生标准 ( GB7100 —86) 进行检

验和判定 ,检测项目为酸价、过氧化值、铅、砷、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及饼干中矿物油含量。经检验 ,有

34 个产品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合格率 7911 %。合格产品名单见附件 3。

抽检发现的 9 个不合格产品分别为 :

11 肉松夹心沙琪玛 ,规格 :20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20010111 ,广东省东莞市新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

格项目为 :菌落总数超标 30517 倍。

21 花生糕 ,规格 :36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2000 年 11 月 5 日 ,郑州市好味食品厂生产 ,不合格项目为 :菌落

总数超标 30517 倍。

31 中南糕点舌酥 ,规格 :24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2001 年 2 月 5 日 ,郑州市中南食品厂生产 ,不合格项目

为 :菌落总数超标 25213 倍。

41 皇牌奶油曲奇 ,规格 :40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00111125 ,百福 (香港)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项目为 :

菌落总数超标 184 倍。

51 广合水果馅饼 ,规格 :63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2000111 209 ,中英烟台广合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项

目为 :菌落总数超标 16517 倍。

61 大马仔蛋酥沙琪玛 ,规格 :24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2001101110 ,台湾徐福记食品 (股) 公司广东三厂东莞

徐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项目为 :菌落总数超标 6013 倍。

71 阿芳点心 (水果派) ,规格 :40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2000 年 12 月 10 日 ,武汉市江岸区蕾达食品厂生产 ,

不合格项目为 :菌落总数超标 33213 倍。

81 帅龙牌花生片 ,规格 :40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2001 年 1 月 20 日 ,郑中楼食品厂生产 ,不合格项目为 :菌

落总数超标 3213 倍。

91 思朗椰子夹心饼 ,规格 :800 g ,批号Π生产日期 :2001101118 ,东莞锦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不合格项目

为 :菌落总数超标 19 倍。

(四)保健食品

11 保健食品非法添加药物的检查情况 :根据消费者的举报线索 ,我部组织抽查了部分保健食品进行检

验 ,发现由湖南都瑞医药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都瑞口服液”(卫食健字 [ 1999 ]第 0515 号 ,批准功能为抗疲

劳、免疫调节)含有药品枸橼酸西地那非 ,我部已下发文件撤销其批准证书 ,并要求各地严肃查处。

21 保健食品夸大宣传检查情况 :共检查 16 种保健食品 ,发现有 6 种保健食品存在夸大宣传的问题。这

6 种产品为 :

(1)威士雅
○R
免疫保健粉 :由广东威士雅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 ,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 [ 2000 ]第 0341 号 ,批

准功能为免疫调节 ,在其产品说明书中宣称“若长期服用可收到容颜不老 ,健康长寿之效果”。

(2)富元牌虫草王胶囊 :由广州怡康保健品公司生产 ,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 [ 1998 ]第 014 号 ,批准功能为

免疫调节 ,在其产品说明书中宣称“抗肿瘤作用 ,抑制恶性细胞的生长发育 ;补肺益肾 ,润肺化痰 ,补虚壮阳 ,

安神养脑 ,改善睡眠等”。

(3)忘不了
○R
3A 脑营养胶丸 :由中美合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 [ 1997 ]第 084 号 ,

批准功能为改善记忆 ,在其产品介绍彩页和宣传小报上宣称“提高学习成绩 ,消除头晕、头痛、失眠等情况”。

(4)绿 A
○R
天然螺旋藻精片 :由云南绿 A 生达新世界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 [ 1997 ]

第 316 号 ,批准功能为免疫调节、抑制肿瘤、抗疲劳、调节血脂、耐缺氧 ,在“绿 A 健康专递”宣传彩页上宣称

“对慢性病症调理、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肝病、护夫有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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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因灵达生命口服液 :由芭芭拉国际保健 (北京区域经销商北京丽晶长椿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我部批准的产品名称为灵达生命口服液 ,批准文号为卫食健进字 [ 2000 ]第 0001 号 ,批准功能为补充 B

族维生素。该企业擅自更改产品名称 ,并在其产品说明书中宣称“基因治疗、适用性欲减退者、内分泌失调

者 ;高血压糖尿病的辅助治疗”。

(6)珍奥
○R
核酸胶囊 :由大连珍奥核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 [ 1999 ]第 081 号 ,批

准功能为免疫调节 ,在其“神奇的核酸”宣传手册上宣称珍奥核酸能够“增强基因自主修复能力”,“适用于糖

尿病、高血脂、脂肪肝及有遗传倾向的疾病 ,预防和改善各种癌症”等。

二、化妆品抽检情况

共抽检 313 种化妆品 ,发现 11 种化妆品无卫生许可批件 ,卫生许可批件的持有率为 9615 %。这 11 种无

证化妆品标示为 :

(一)资生堂植物洗面奶 :日本生产 ,经销商为北京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贵友大厦有限公

司。

(二)资生堂 As 保湿乳液 :日本生产 ,经销商为北京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贵友大厦有限公

司。

(三)资生堂保湿乳液 :日本生产 ,经销商为北京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贵友大厦有限公

司。

(四)嫣妮唇膏 (闪亮唇彩) :加拿大生产 ,总经销为华润思捷实业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当代商城实

业公司。

(五)嫣妮唇膏 :台湾生产 ,总经销为华润思捷实业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当代商城实业公司。

(六)嫣妮洗甲水 :加拿大生产 ,总经销为华润思捷实业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当代商城实业公司。

(七)嫣妮睫毛液 :加拿大生产 ,总经销为华润思捷实业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当代商城实业公司。

(八)嫣妮眼线笔 :德国生产 ,总经销为华润思捷实业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当代商城实业公司。

(九)嫣妮液质粉底 (水柔性) :澳大利亚生产 ,总经销为华润思捷实业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为北京当代商

城实业公司。

(十)克丽丝汀·迪奥精致粉盒 :法国生产 ,总经销为克丽丝汀·迪奥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

为北京当代商城实业公司。

(十一)克丽丝汀·迪奥纤容霜 :法国生产 ,总经销为克丽丝汀·迪奥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抽检地点

为北京当代商城实业公司。

二、结果分析

(一)本次抽查定型包装蒸馏酒及酱油的合格率均达到 100 % ,说明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下 ,蒸馏

酒及酱油生产企业的卫生管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 ,从各地的检查情况看 ,散装蒸馏酒和小型酱油

加工企业生产的酱油还存在一定的卫生问题。

(二)糕点、饼干类食品的微生物污染仍然比较严重。分析造成污染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企业

生产卫生管理存在漏洞 ;二是产品包装材料没有达到应有的保护效果 ;三是所定的保质期过长 ,难以保证产

品在标注的保质期内控制微生物生长。有关企业应参照有关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对从原料

到成品各个环节的污染控制。

(三)应进一步严查保健食品非法添加药物和夸大宣传问题。目前 ,有少数不法生产企业仍在夸大宣

传 ,严重误导消费者 ,干扰了保健食品的市场秩序。在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违禁药物是严重违反食品卫生

法的行为 ,我部已组织部分省份开展对减肥类、抗疲劳类保健食品进行违禁药物的抽样检测 ,将进一步加大

对非法添加违禁药物保健食品的打击力度。

(四)与往年的抽查相比 ,化妆品卫生许可批件持有率有所上升。说明化妆品生产经营的卫生意识有一

定程度的提高。

三、处理意见

(一)对本次抽查的不合格产品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依据《食品卫生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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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食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严肃查处。

(二)各地要根据抽检反映的情况 ,对保健食品夸大宣传尤其是非法添加药物的违法行为加大监督力

度 ,依法严厉打击。

(三)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要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强对生产原料、加工过程和产

品包装等方面的管理 ,加强对管理人员和加工人员的卫生和技术培养 ,推广先进管理方法如良好操作规范

( GMP)和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HACCP)技术的应用 ,保证产品的卫生质量。

附件 (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三月十二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69 号

卫生部关于撤销“都瑞口服液”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

湖南都瑞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

我部根据《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对你公司生产的“都瑞口服液”进行了重新审查。经

审查 ,“都瑞口服液”中含有枸橼酸西地那非。以上事实有上海市药品检验所药品检验报告为证。

我部认为 ,枸橼酸西地那非是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处方药 ,禁止加入食品。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九条、《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现依据《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的规定 ,决定撤销你公司“都瑞口服液”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批准文号 :卫食健字[1999 ]第 0515 号) 。

如不服本决定 ,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三月八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70 号

卫生部关于查处“都瑞口服液”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

根据消费者的投诉 ,上海市卫生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湖南都瑞医药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都瑞口服

液”中含有枸橼酸西地那非。我部根据《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对“都瑞口服液”进行了重

新审查。经查实 ,“都瑞口服液”含有枸橼西地那非的违法事实存在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第九条、《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依据《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我部下发

了《关于撤消“都瑞口服液”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卫法监发 [2001 ]69 号) 。为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现紧

急通知如下 :

一、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立即对“都瑞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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