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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食品生产中的重要原料 ,水质的好坏将直

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卫生 ,因此要求食品生产经

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用水必须符合《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同时由于产品性质的特殊性 ,对饮

料、酒类等企业有着更高的水质要求。乡镇食品企

业 ,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大多远离城市集中供水网

络 ,大都采用地表水或地下水经处理后用于食品生

产过程 ,其处理方式和处理效果又往往由于资金、设

备、技术等原因有很大差别。为摸清我县乡镇食品

生产企业的生产用水卫生状况 ,我们于 1998 年至

2000 年 7 月 ,对我县部分乡镇食品企业的水质卫生

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调查对象、内容与方法 :

111 　调查对象 　辖区内 29 家乡镇饮料厂 ,12 家酒

厂 (包括 2 家啤酒厂) ,共 62 份水样。

112 　调查内容 　现场调查水源类型、水源防护、净

水处理消毒设施。

113 　调查方法 　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 —85 和《生 活 饮 用 水 标 准 检 验 方 法》

GB5750 —85 进行采样和检验。检测项目包括 :色

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总硬度、铁、

锰、铜、锌、挥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溶解性总

固体、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氰化物、砷、硒、汞、

镉、铬 (六价) 、铅、银、硝酸盐、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

共 27 项指标。根据国外有关食品生产用水水质要

求 ,又增测了亚硝酸盐、氨氮、耗氧量 3 项指标。

2 　结果与分析

211 　水源类型 　被调查企业生产用水类型分别为

河水 13 家、湖库水 1 家、自来水 4 家、浅井水 21 家、

深井水 2 家 ,其中自来水的水源均为河水 ,说明我县

乡镇食品企业生产用水主要为地面水和浅层地下

水 ,分别占 4319 %和 5112 % ,采用深井水的只占

419 %。

212 　水源污染与防护 　调查发现这些乡镇食品企

业的水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 ,尤以采用地面水

的为甚 ,污染类型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种

养殖业所引起。这类企业除采用自来水外 ,仅有 1

家有水源防护标志 (占 711 %) 。采用地下水的 23 家

企业中 21 家有井口防护性建筑 (占 9113 %) ,但建立

半径 15 米内地面混凝土防护区的仅有 4 家 (占

1714 %) ,多数容易造成地面水渗透引起水质污染。

说明这些企业的水源防护意识和防护措施亟待加

强。

213 　水处理类型 　除 4 家采用自来水外 ,其余 37

家企业 ,2 家 (占 514 %)采用混凝、沉淀、过滤 (超滤)

和离子交换水处理技术 , 30 家仅用砂棒过滤 (占

8111 %) ,4 家采用沉淀澄清 (占 1018 %) ,1 家企业未

经处理直接使用 (占 217 %) ,所有企业均未进行加

氯消毒。个别酿酒企业认为酒类生产最后要经过棉

饼过滤工序 ,忽视了生产用水的水质管理。

214 　水质检测结果 　(见表 1) 此项调查共抽检 41

家企业的 62 份水样 ,其中色度、臭和味、总硬度、硫

酸盐、氯化物、氟化物、硝酸盐、铜、挥发酚类、阴离子

合成洗涤剂、溶解性总固体、氰化物、砷、硒、汞、镉、

铬 (六价) 、铅、银等 19 项指标的合格率为 100 % ,其

余指标合格率分别如下。浑浊度 :河湖水 5719 %、

浅井水 8313 % ;肉眼可见物 :河水 9113 % ;pH :河水

8313 %、浅井水 8111 % ; 铁 : 河水 8819 %、浅井水

9119 %、深井水 50 % ; 锰 : 河湖水 5719 %、自来水

50 %、浅井水 9416 %、深井水 50 % ;锌 :自来水 75 % ;

亚硝酸盐 :河水 5318 %、浅井水 8819 % ;氨氮 :河水

7619 %、耗氧量 : 河水 6912 % ; 细菌总数 : 地面水

5615 %、地下水 4417 % ;总大肠菌群 :地面水 6019 %

地下水 3116 % ;62 份水样中各项指标全部合格的有

9 份占 1415 % ;自备水合格率为 1318 % ,自来水合格

率为 25 % ;1998 年总合格率为 817 % ,1999 年～2000

年为 1719 %。说明我县乡镇食品企业生产用水总

体水质卫生质量相对较低 ,主要表现为感官性状和

一般化学指标、细菌学指标污染 ,毒理学指标中为亚

硝酸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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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德清县乡镇食品企业生产用水卫生检测结果 mgΠL

项目 检测数 检出范围 合格率 % 项目 检测数 检出范围 合格率 %

色度 62 < 5～9 度 100. 0 氰化物 13 < 0101 100. 0

浑浊度 62 < 3～39 度 7714 氟化物 62 01031～0167 100. 0

嗅和味 62 0 级 100. 0 砷 13 < 0101 100. 0

肉眼可见物 62 无～黑色沉淀物 9814 硒 13 < 01002 100. 0

pH 62 516～9 8319 汞 13 < 01001 100. 0

总硬度 62 1113～25112 100. 0 镉 13 < 010015 100. 0

铁 62 < 01010～117 9013 铬 (六价) 13 < 01005 100. 0

锰 62 < 01010～0169 7910 铅 13 < 0105 100. 0

铜 13 0101～01018 100. 0 银 13 < 01003 100. 0

锌 13 < 01005～118 9213 硝酸盐 49 0113～8194 100. 0

硫酸盐 62 < 510～111 100. 0 亚硝酸盐 (1) 49 < 01002～01096 79. 0

氯化物 62 2134～9311 100. 0 氨氮 (1) 49 < 0102～0197 89. 0

挥发酚类 13 < 01002 100. 0 耗氧量 (1) 45 0164～415 9118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13 < 011～0115 100. 0 细菌总数 61 < 1～7600CFU 4912

溶解性总固体 13 57～439 100. 0 总大肠菌群 61 0～ > 2300MNP 4216

　　注 : (1)亚硝酸盐、氨氮、耗氧量三项指标参照 GBΠT14848 —93 地下水质量Ⅲ类指标进行评价 ,分别为≤0102mgΠL , ≤012mgΠL , ≤310mgΠL。

3 　讨论

3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

定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应加强对新建食品企业的预

防性卫生监督审查 ,把食品生产用水的水质卫生作

为一项主要内容和前提 ,保证食品生产用水符合国

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312 　对现有企业 ,要加强生产用水的卫生监督管

理 ,督促其配备必要的水处理设施 ,严格水处理操作

规程 , ,同时做好自备用水的水源防护 ,保证食品生

产用水的安全卫生。卫生部门还要加强对集中式供

水单位的监督管理 ,使广大城乡居民和食品生产单

位都能用上卫生合格的自来水。

313 　由于现行生活饮用水标准制订颁布于 1985

年 ,至今已有 15 年时间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

民群众对饮水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 ,许多指标有待

修订和增订 ,加上食品生产各行业和产品特殊要求 ,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及时修订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并在此基础上 ,根据食品行业各门类的特殊需要 ,参

照国际和国外标准 ,尽早制定颁布符合我国国情的

食品生产用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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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35 起食品卫生罚款的原因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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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提高饮食业

食品卫生管理水平 ,本文就 1999 年泰安市卫生局对

135 家饭店等饮食单位给予罚款的原因进行分析 ,

以发现饮食业食品卫生工作存在的重点问题 ,掌握

今后加强食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关键环节。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1 　资料来源　1999 年泰安市卫生局对全市辖区

内 138 家饭店、宾馆等饮食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 ,作

出的食品卫生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现场检查笔

录等相关文书 ,其中 3 份因书写不规范或程序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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