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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推广学生营养午餐是保证学生摄入充足营养、

正常生长发育的有效措施之一。推广学生营养午餐

首先应注意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学生营养午餐工作

几起几落 ,食物中毒事故常有发生是其主要原因之

一。因此 ,保证食品安全是学生营养午餐健康稳步

发展的基础。

由企业供餐是我国学生营养午餐的主要供应形

式 ,从调查结果看 ,营养午餐企业的食品卫生状况总

的来说是好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厂房设计、配餐间设

施、学生餐制作完成到学生食用的时间间隔、食品留

样和卫生管理等方面。卫生行业标准《学生营养餐

生产企业卫生规范》要求“厂房的车间应按工艺流程

合理布局 ,须设有与产品种类、产量相适应的原辅料

处理、生产加工、成品包装车间”,“生产学生营养餐

要设专门的配餐间 ,内设空调、紫外线灭菌灯、缓冲

间及清洗消毒池等设施”,“营养餐制作成品到学生

食用其间隔不得超过 3 小时”,“供应的食品均应在

专用的冰箱内留样 48 小时”,“企业应配备经培训合

格的卫生管理员”等等。一些企业没有达到以上要

求 ,这些问题成为潜在的危险因素 ,很有可能会导致

食物中毒或其相关疾病的发生 ,且不利于在出现卫

生问题后及时查找原因。

以上卫生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营养餐

的生产者生产相关理论和技术不明确、企业管理人

员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为了加强学生营养餐生

产企业的管理 ,防止食物中毒的发生 ,1999 年卫生

部颁布了《学生营养餐生产企业卫生规范》,但由于

企业和食堂使用同一个标准 ,操作起来难度较大。

另外 ,该规范宣传力度也不够 ,未得到生产单位的广

泛重视。企业领导反映“目前企业内部机制理不顺 ,

近 10 年来 ,还没有总结过经验 ,无管理规则”。企业

希望了解学生营养餐和普通餐的区别 ,希望有成文

的理论做指导。

国内外成功经验表明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HACCP)技术对于保证食品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学生餐的生产过程中应用 HACCP 技术将会

使生产单位的卫生管理更科学、更有保证。

为进一步完善学生营养午餐企业的卫生工作 ,

建议针对目前学生营养餐发展的阶段性和营养餐企

业的客观条件 ,加强有关理论和技术的基础性研究

工作 ,在学生餐的生产过程中应用 HACCP 技术 ,强

化企业内部规范化管理 ,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和设备。

加强卫生监督是搞好营养餐卫生工作的关键之

一 ,建议完善卫生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目前 ,行业

标准《学生营养餐生产企业卫生规范》主要在审批营

养餐资格证时用 ,对营养餐企业的日常卫生监督主

要依据《食品卫生法》和一些地方性法规。随着学生

营养午餐在我国的逐年发展 ,卫生部门应进一步完

善监督法规 ,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监督和指导 ,在日常

的卫生监督工作中应用 HACCP 技术。同时 ,进行广

泛和深入宣传 ,提高企业的卫生意识和法律观念 ,发

挥其加强自身管理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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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英1 　石兴岭1 　魏仁均2 　张法明3 　王旭太4 　梁 　进5 　陈玉真1 　王锡宁1

(1.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四川省卫生防疫站 ,四川 成都 　610031 ;

3. 浙江省卫生防疫站 ,浙江 杭州 　310009 ;4. 辽宁省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辽宁

沈阳 　110005 ;5. 北京市卫生防疫站 ,北京 　100013)

摘 　要 :为制定瓶 (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 ,对山东、四川、浙江、辽宁和北京的瓶 (桶) 装饮用水进行

了调查。通过对调查所获的 1 556 个数据的研究分析 ,结合有关国际标准 ,提出了我国瓶 (桶)装饮用

水卫生标准的建议值 :色度 ≤10 ,浑浊度 ≤3 ,不得有异嗅异味 ,不得有肉眼可见物 ;亚硝酸盐 ≤01005

mLΠL ,耗氧量 ≤210 mLΠL ,铅 ≤0101 mLΠL ,砷 ≤0105 mLΠL ,铜 ≤110 mLΠL ,余氯 ≤01005 mLΠL ,挥发性

酚≤01002 mLΠL ,三氯甲烷 ≤0102 mLΠL ,
226 镭放射性 ≤1110 BqΠL ,溶解性总固体 ≤250 mLΠL ,钠

≤8 mLΠL。菌落总数 ≤50 CFUΠmL , 大肠菌群 ≤3 MPNΠ100mL , 霉菌 ≤10 CFUΠL ,酵母菌 ≤10 CFUΠ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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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不得检出。

关键词 :瓶 (桶)装水 ;参考值 ;参考标准

Study on the hygienic standard of bottled drinking water

Li Ruiying , et al .

(Health and Anti2epidemic St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 Shandong Jinan 　250014 , China)

Abstract : To formulate a national standard of hygienic quality of bottled drinking water , 1 556 locally pro2
duced samples of bottled drinking water form Shandong , Sichuan , Zhejiang , Liaoning provinces and Beijing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from market and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obtained data and several foreign reference

materials , the following are recommended as the national hygienic standard for bottled drinking water : color in2
dex ≤10 ; turbidity ≤3 ; no peculiar smell and taste ; no visible suspension or precipitation ; nitrite ≤01005

mgΠL ; oxygen consumption ≤210 mLΠL ; trichloromethane ≤0102 mLΠL ; 226 Ra radioactivity ≤1110 BqΠL ;

soluble total solid ≤250 mgΠL ; sodium ≤8 mgΠL ; total bacterial colony ≤50 CFUΠmL ; Bacillus coli ≤3

MPNΠ100 mL ; Fungi ≤10 CFUΠL ; yeast ≤10 CFUΠL ; no detectable pathogen1
Key Words : Bottled Dinking Water ; Reference Values ; Reference Standards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业三废对生活

饮用水的污染 ,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 ,市场上

出现了大量的达不到矿泉水要求的天然泉水、井水、

冰川水、竹根水 ,经纯化处理后仍达不到瓶 (桶)装饮

用纯净水要求的活性水、回归水等。这些水被统称

为饮用水。瓶 (桶)装饮用水定义为 :“原料用水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的要求 ,经过过滤、灭菌等工艺

处理装在密闭的容器中可直接饮用的水 ,不包括饮

用天然矿泉水和瓶 (桶)装纯净水。”目前瓶 (桶)装饮

用水的生产企业逐渐增加 ,各企业都采用各自的企

业标准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名称各异。为了提高产

品质量 ,保证消费者饮水安全 ,保护行业的正当竞

争 ,1996 年在威海召开的全国标准技术委员会冷饮

食品卫生标准协作组会议上 ,决定制定瓶 (桶) 装饮

用水卫生标准 ,由山东省卫生防疫站任组长单位 ,四

川、浙江、辽宁、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参加该项工作。

制标组对标准的各项指标进行了反复研究、讨论 ,查

阅国内[1～4 ]外有关瓶装饮用水的资料 ,如 :世界卫生

组织《饮用水水质标准》第二版 (以下简称世界卫生

组织 ,网址 http :ΠΠwww1nwqc. gov1cn) ,欧盟饮用水水

质指令 (以下简称欧盟) ,美国饮用水质标准 (以下简

称美国)等 ,又对 5 省市部分生产厂家的生产环境、

生产工艺、生产场所进行了卫生学调查 ,并对拟定的

指标进行反复检测论证 ,制定出本标准。

1 　材料与方法

111 　卫生学调查　参照《饮用天然矿泉水厂卫生规

范》,[2 ]了解瓶 (桶)装饮用水的生产环境、生产工艺、

生产场所等现状。

112 　样品来源　由山东、四川、浙江、辽宁、北京市

卫生防疫站直接从本辖区内生产企业及销售商店随

机抽样。

113 　检验项目　根据目前饮用天然矿泉水、瓶 (桶)

装饮用纯净水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3 ]一般限量

指标 ,结合国内外瓶装饮用水资料及工艺特点制定

感官指标、微生物指标、理化指标。[3 ,4 ] 感官指标 :色

度、浑浊度、嗅和味、肉眼可见物 ;微生物指标 :菌落

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霉菌和酵母计数 ;理化指

标 :亚硝酸盐、耗氧量、铅、砷、铜、余氯、挥发性酚、三

氯甲烷、放射物、溶解性总固体、钠。

114 　检验方法　按 GB 5750 - 1985《生活饮用水标

准检验方法》,GB/ T 8538 - 1995《饮用天然矿泉水检

验方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1 　感官指标 　美国未定感官指标 ,欧盟的规定

为用户可以接受且无异味或异常 ,我们抽检了 40 份

样品 ,感官检验全部优于矿泉水指标 ,并且严于国际

标准。结果见表 1。

表 1 　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感官指标建议值符合情况

项目
样品

数

世界卫生组

织规定
建议值

符合样

品数

符合率

%

色度 ,度 40 ≤15 ≤10 ,并不得呈现其他异色 40 100

浑浊度 ,NTU 40 ≤5 ≤3 40 100

嗅和味 40 没有不快感觉 不得有异嗅异味 40 100

肉眼可见物 40 — 不得检出 40 100

色度 　饮用水的颜色是由于带色有机物、金属

或高色度的工业废水造成的 ,若 1 杯水色度大于 15

度时 ,多数人可察觉到。我国标准规定矿泉水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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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度 ,纯净水色度 ≤5 度 ,因此建议值为 ≤10 度 ,

山东省防疫站检验 40 份样品 ,拟定指标符合率为

100 %。

浑浊度 　水的浑浊度在 10 度 (NTU) 时 ,肉眼可

见水质浑浊。我国标准规定矿泉水 ≤5 NTU ,纯净

水≤1 NTU ,因此建议值为 ≤3 NTU ,山东省防疫站

检验 40 份样品 ,拟定指标符合率为 100 %。

嗅和味 　水嗅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有机物的存

在 ,可能是生物活性增加的表现或工业污染所致。

饮用水出现异常嗅味可能是原水水质改变或水处理

不充分的信号。因此建议不得异嗅或异味 ,山东省

防疫站检验 40 份样品 ,拟定指标符合率为 100 %。

肉眼可见物 　饮用水不得含有沉淀物、肉眼可

见的水生生物及令人厌恶的物质。经山东省防疫站

检验 40 份样品 ,拟定指标符合率为 100 %。

21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的检测情况 ,见表 2。

表 2 　瓶 (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理化指标建议值符合情况 mLΠL

项目 样品数 捡出范围 均值 建议值 符合数 符合率 %

亚硝酸盐 (以 NO -
2 计) 114 01002～01118 01005 ≤01005 86 75144

耗氧量 (以 O2 计) , 99 015～210 0161 ≤210 99 100100

铅 114 01001～01050 ≤0101 76 66167

总砷 (As) 114 01001～01010 ≤0105 114 100100

铜 114 01001～11000 ≤110 114 100100

余氯 113 01005～01500 ≤0105 112 99112

挥发性酚 (以苯酚计) 114 ≤01002～ > 01002 ≤01002 113 99112

三氯甲烷 , ≤0102
226镭放射性 BqΠL ≤1110

溶解性总固体 18 2712～176. 0 11916 ≤250 18 100100

钠 18 0～1118 319 ≤8 16 88189

　　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是评价水质是否受污染

的一项指标 ,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水 ≤0105 mg/ L ,纯

净水 ≤01002 mg/ L ,欧盟为 ≤01005 mg/ L ,美国为 ≤

1 mg/ L , 我们的建议值为 ≤01005 mg/ L ,山东、四川、

浙江、辽宁 4 省共检验了 114 份 , 86 份 > 01005

mg/ L ,符合率为 75144 %。其不合格的原因主要为

企业生产规模小 ,水源水保护不好 ,设备落后 ,工艺

简单 ,灌装前未对设备冲洗消毒所致。

耗氧量 　耗氧量是测定水体中有机物含量的一

项指标 ,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水 ≤310 mg/ L ,纯净水

≤1 mg/ L。欧盟为 ≤210 mgΠL ,我们的建议值为 ≤

210 mgΠL ,山东、四川、浙江、辽宁 4 省检验了 99 份样

品 ,符合率 100 %。

铅 　铅是食品中严格控制的有害因素。FAO 和

WHO 专家委员会于 1972 年确定每人每周摄取铅的

总耐受量为 3 mg。研究证实 ,饮用水中铅含量为

011 mg/ L 时 , 可 能 引 起 大 量 儿 童 血 铅 超 过

30μg/ 100 mL ,因此饮用水中铅含量为 011 mg/ L 对

儿童来讲是过高的。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水 < 0101

mg/ L ,纯净水 ≤0101 mg/ L。欧盟、美国、世界卫生组

织均为 ≤0101 mg/ L ,我们的建议值为 ≤0101 mg/ L。

山东、四川、浙江、辽宁四省检验了 114 份样品 ,符合

率为 66167 %。符合率低的原因为其中一省报的 31

份结果 ,最低检出限均 < 0105 mg/ L 所致。

砷 　水中砷含量高 ,除地质因素外 ,主要来自工

业废水和农药的污染。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水 <

0105 mg/ L ,纯净水 ≤0101 mg/ L ,欧盟和世界卫生组

织均为 ≤0101 mg/ L ,美国是 ≤0105 mg/ L ,我们的建

议值为 ≤0105 mg/ L , 山东、四川、浙江、辽宁 4 省检

验了 114 份样品 ,符合率为 100 %。

铜 　水中的铜多数来自厂矿废水污染或用以控

制水中藻类繁殖的铜盐。根据现有资料 ,水中铜含

量达 115 mg/ L 时即有明显的金属味。我国标准规

定 ,矿泉水 < 110 mgΠL ,纯净水 ≤110 mg/ L ,美国为 ≤

113 mg/ L ,我们的建议值为 ≤110 mg/ L ,山东、四川、

浙江、辽宁 4 省检验了 114 份样品 ,符合率为 100 %。

余氯 　余氯系指用氯消毒时 ,加氯接触一定时

间后 ,水中所剩余的氯量 ,余氯包括游离氯和化合氯

2 种。我国目前常用单纯氯消毒 ,因此将此项明确

规定为游离余氯。我国标准规定 ,生活饮用水为

0105 mg/ L ,纯净水 ≤01005 mg/ L ,我们的建议值为 ≤

0105 mgΠL。山东、四川、浙江、辽宁 4 省检验 113 份

样品 ,只有 1 份 > 0105 mg/ L ,符合率为 99112 %。

挥发性酚 　水中的酚主要来自工业废水污染 ,

特别是炼焦和石油工业废水 ,其中以苯酚为主要成

分。酚具有恶臭味 ,对饮用水进行加氯消毒时 ,能形

成臭味更强烈的氯酚 ,往往引起饮水者的反感。在

我国的标准中矿泉水、纯净水均为 ≤01002 mg/ L ,我

们的建议值为 ≤01002 mg/ L ,山东、四川、浙江、辽宁

四省检验样品 114 份 ,只有 1 份 > 01002 mg/ L ,符合

率为 99112 %。

三氯甲烷 　三氯甲烷是氯与原水中有机物 (腐

黑素)发生反应 ,形成的有机氯化物 ,是致癌物质。

目前我国大部分水源都是用氯消毒 ,水中很可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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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甲烷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中三氯甲

烷标准值为 ≤0106 mg/ L ,纯净水 ≤0102 mg/ L ,欧盟

的≤011 mg/ L ,世界卫生组织的 ≤012 mg/ L ,我们的

建议值采用纯净水标准 ≤0102 mg/ L ,这样更安全。

放射物 　人类某些实践活动可能使环境中的天

然和人工辐射水平有所增高 ,特别是核能的发展和

同位素技术的应用 ,可能产生放射性物质对环境的

污染问题。因此 ,在饮用水标准中尤其在自然界存

在的水中 ,制定放射学指标进行常规监测和评价是

非常必要的。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水 ≤1110 Bq/ L ,

世界卫生组织为 ≤110 Bq/ L ,我们的建议值采用矿

泉水标准值 ≤1110 Bq/ L。

溶解性总固体 　冰川是积雪经过一系列物理过

程演变而成的 ,是一种较长时期内存在着的冰雪体。

冰川水的特点是低钠、低矿化度。考虑实际监督检

验的可操作性 ,拟定溶解性总固体为质量控制指标。

参照 FAO 泉水标准及 CAC 冰川水定义中低矿化度

的要求 ,并参照新疆饮用天然冰川水的相关规定 ,溶

解性总固体拟定为 ≤150 mg/ L。近几年来对 18 件

冰川水溶解性总固体的分析得到的结果是 ,检出范

围为 2712～17616 mgΠL ,均值为 11916 mg/ L ,符合率

为 7212 %。低钠是冰川水的特点 ,参照新疆饮用天

然冰川水的相关规定 ,拟定为钠 ≤510 mg/ L ,对 18

件冰川水钠的分析结果为 ,检出范围 0～1118 mgΠL ,

均值 319 mg/ L ,符合率 7718 %。

213 　微生物指标 　检验结果 ,见表 3。

菌落总数 　水中的菌落总数可作为评价水质清

洁度和考核净化效果的指标。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

水≤50 CFUΠmL ,纯净水 ≤20 CFUΠmL ,欧盟 ≤100

CFUΠmL 。我们的建议值为 ≤50 CFUΠmL。4 省检验

116 份样品的菌落总数 ,符合率为 63179 %。分析 42

份样品不合格的原因 ,主要是企业生产规模小 ,水源

地保护不好 ,设备落后 ,工艺简单 ,包装材料洗刷消

毒不彻底 ,灌装基本采用人工灌装所致。

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评价饮用水质量的重要

　　　表 3 　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微生物指标建议值符合情况

项　　目
样品

数
捡出范围 建议值

符合

数

符合率

( %)

菌落总数 ,CFUΠmL 116 0～111 ×104 ≤50 74 63179

大肠菌群 ,MPNΠ100 mL 116 0～214 ×102 ≤3 114 98128

致病菌 116 未检出 不得检出 116 100. 00

霉菌 ,CFUΠL 115 < 1～8 ≤10 115 100. 00

酵母菌 ,CFUΠL 115 < 1～111 ×102 ≤10 115 100. 00

指标之一。大肠菌群主要来源于人和温血动物的粪

便 ,是水质污染的重要指示菌。我国标准规定 ,矿泉

水 0 MPN/ 100 mL ,纯净水 ≤3 MPN/ 100 mL ,欧盟、美

国、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不得检出。我们的建议值为

≤3 MPN/ 100 mL。4 省检验 116 份样品的大肠菌

群 ,符合率为 98128 %。

致病菌 　水中致病菌可作为评价水质清洁度和

考核净化效果的指标。欧盟、美国、世界卫生组织规

定不得检出 ,因此我们的建议值为致病菌 (系指肠道

致病菌和致病性球菌) 不得检出。4 省检验 116 份

样品的致病菌 ,符合率为 100 %。

霉菌和酵母计数 　与食品卫生关系密切的霉菌

大部分属于曲霉属、青霉菌属和镰刀菌属。霉菌的

生长与环境的温度、湿度以及空气流通情况有关 ,水

的生产环境特别适宜霉菌生长 ,当霉菌污染饮用水

时 ,可能引起人类中毒和水质感官形状的改变。欧

盟、美国、世界卫生组织未规定此项指标 ,我们的建

议值为 ≤10 CFUΠmL。山东、四川、浙江 3 省检验了

115 份样品 ,符合率为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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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2002 年哈尔滨市桶装饮用水的微生物学检测结果分析

句立言 　王世平 　关 　菲

(哈尔滨市卫生防疫站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为了解我市桶装饮用水的安全情况 ,对 2000 年

～2002 年以来哈尔滨市市售的桶装饮用水进行微

生物学监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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