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往往产生应急反应且程序繁琐不便。采用喂饲低

铁饲料建立模型 ,对大鼠没有明显创伤 ,近似人体因

为膳食因素导致贫血发生的机理 ,降低大鼠血红蛋

白水平速度较快 ,效果可靠。但是对于这种模型建

立方式 ,需要特殊饲料配制 ,具有喂养环境严密的特

点 ,特别是要防止铁的污染。

缺铁性贫血大鼠体重增长缓慢 ,平均每周 1319

g ,而补充乳酸亚铁组大鼠则每周增重 26 g ,相差 1

倍。缺铁大鼠的脾脏重量比乳酸亚铁组大鼠增加了

2014 % , 心脏Π体重比乳酸亚铁组大鼠增加了

4017 % ,说明缺铁大鼠为了改善机体缺铁性贫血状

况进行代偿性增生。脾窦扩张、红细胞聚集、胶原纤

维增生可能是缺铁组大鼠脾脏体积增大、重量增加

的主要原因。肝脏细胞和细胞器体积的缩小可能是

缺铁性贫血大鼠肝脏重量减少原因[5 ] 。

本实验采用血红蛋白和红细胞游离原卟啉作为

观测指标 ,是基于这两项指标测定简单方便 ,结果稳

定可靠 ,在一般的实验室广泛应用。实验结束时 ,乳

酸亚铁组大鼠血红蛋白比实验前显著增加 7014

gΠL ,缺铁对照组大鼠比实验前降低 1313 gΠL。红细

胞游离厚卟啉含量乳酸亚铁组大鼠比实验前显著降

低 3012μgΠdl ,缺铁对照组大鼠比实验前增加 416

μgΠdl。说明本实验成功地建立了缺铁性贫血模型 ,

补充乳酸亚铁后可以有效增加血红蛋白水平 ,增强

大鼠的造血功能。缺铁组大鼠的白细胞数量是补充

组的 314 倍 ,红细胞数量却仅为补充组的 3319 % ,与

血红蛋白结果接近 ,遗憾的是缺铁组大鼠的 HCT、

MCV、MCHC、PLT等指标没有检测出来 ,淋巴细胞没

有分类的数据。白细胞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说明缺铁

严重损害了大鼠免疫系统 ,有研究表明 ,缺铁性贫血

大鼠的脾脏淋巴细胞线粒体出现空洞 ,膜破损现

象[6 ,7 ] 。本研究没有检测出淋巴细胞及其分类也说

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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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部分城市餐饮业推行食品卫生量化分级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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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广东省部分城市在餐饮业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综合成效影响因素研究 ,探讨有

针对性的推行策略 ,并对推行过程影响因素模型进行检验。利用推行过程成效影响因素模型对广东省部分城市在

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 ,通过皮尔逊卡方值χ2 检验等统计分析 ,筛选出主要影响因素。所调查的

城市中均有监督员掌握标准程度、监管机制、预期目标实现、宣传培训、监督频率落实和推行方案的可操作性等 20

余项指标存在不足 ,影响了推行的总体成效 ;城市之间影响因素实施情况与成效评价结果及现实情况相一致。本

次研究建立的推行过程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能较准确地反映真实情况 ,在推行量化分级管理策略方面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推行的策略。

关键词 :餐馆 ;公共卫生 ;卫生状况指标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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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Quantitative Graded Management System in

Food Services in Three cities of Guangdong

YANG Wei2guo , HUANG Biao , HUANG Hong2yu , ZHANG Yong2hui , LIAN Yu2feng ,

ZHOU Hong2hua , YUAN Yong2hong , CHEN Zhe , CHEN Yu2mei , REN Jian

(Zhuhai Municipal Institute of Health Inspection , Guangdong Zhuhai 519000 , China)

Abstract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osite effect of the quantitative graded manage2
ment system for food services in three cities of Guangdong , explore corresponding pursuing tactics , and test the affecting factor

mode1 The effect affecting factors mode was adopted to do retrospective study in actual situation during pursuing process in the

three cities of Guangdong. The main affecting factors were selected through statistics and analyzed by Pearson chi2square test.

There were deficiencies in over 20 indexes such as the degree of standard grasped by supervisors , the supervise system , the real2
ization of expected aim , the propaganda and training , the rate of supervision , and the operability of scheme in all the three cities.

The total effect was affect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fecting factors and effect evaluation results and actual situations were ac2
cordant among the cities , so it can be regarded that the affecting factor mode established by this study can reflect the true environ2
ment and has some reference value to tactics of quantitative graded management , also to the further tactics of pursuing this system.

Key word : Restaurants ; Public Health ; Health Status Indicators ; Safety Management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在广东省全面

推行已近 3 年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广东省卫

生厅和珠海市科技局立项课题“食品卫生监督量化

分级管理制度推行成效评估及推广策略研究”前期

建立的成效评价体系 ,对广东省部分城市进行了区

域性评价 ,评价显示 ,总体推行成效接近显著水

平[1 ] 。为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 ,确保食品卫生量

化分级制度取得更好成效提供参考 ,按照前期研究

建立的“餐饮业推行食品卫生量化分级制度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2 ] 对 3 市推行过程实际情况进行回顾

性研究分析 ,探讨影响成效的主要因素 ,同时也进一

步对推行过程影响成效因素指标体系进行检验。

1 　材料和方法

111 　研究对象 　选取本课题成效评价的珠海、韶

关、惠州 3 市的学校、托幼机构的集体食堂卫生管理

员 230 人和卫生监督机构量化评审员 128 人进行问

卷调查。共回收管理人员有效问卷 202 份 ,评审员

有效问卷 118 份 ,回收率分别为 8718 %和 9212 %。

112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有数据录入和统计

分析均利用 Excel 数据库和 SPSS1110 软件完成。

2 　结果

211 　3 市学校食堂和餐饮单位推行影响因素现状

比较 　珠海市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推行量化分级管

理的影响成效因素中 ,学校集体食堂“评审行为规

范”中的掌握标准程度 ,“评审组织管理”中的重视程

度和评审规范程序等 7 个项目中的 14 项指标与餐

饮单位差异有显著性 ,学校集体食堂上述指标的实

施情况均优于餐饮单位。经统计分析发现 ,韶关市

学校集体食堂与餐饮单位“推行机制”项目中企业的

培训、媒体关注情况 ,“标准要求及操作性”中的计算

复杂程度的评价及“企业承担负荷”中的带给企业负

担和企业承担压力 3 个项目的 5 项指标差异有显著

性 ( P < 0105) ,其中认为在学校推行量化分级管理

过程中“开展对企业培训效果好 ,企业自律意识增

强”的占 8313 % ,而在餐饮单位认为“培训效果一

般 ,企业自律意识增强不大”的占 5212 % ;在媒体关

注情况中 ,对学校推行关注程度要高于餐饮单位 ;在

标准要求及操作性方面 ,餐饮单位有 2611 %的人认

为太复杂 ,而学校集体食堂只有 813 %的人认为太

复杂。详见表 1、表 2。经统计分析显示 ,惠州市学

校集体食堂与餐饮单位所有影响成效的指标之间实

施情况与实施情况之间的差异均无显著性。

212 　3 市综合影响因素现况分析 　将 3 市目前认

为在推行量化分级管理过程中实施情况对推行成效

产生负面影响较多的影响成效因素指标进行汇总

(占调查对象 30 %以上) ,结果显示 ,珠海市共有 24

项指标影响了量化分级管理推行成效 ,韶关有 32

项 ,惠州市有 22 项。综合 3 市结果 ,共有 24 项指标

影响着 3 市的量化分级推行成效。详见表 3。

3 　分析与结论

按照“餐饮业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制度推行过程影响成效因素模型”,对 3 市进行回顾

性研究分析发现 ,3 市在量化分级管理推行过程中

均有 20 余项因素存在不足 ,包括监督员掌握标准程

度、监管机制和预期目标实现、宣传培训、监督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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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珠海市学校食堂和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管理推行影响因素比较

项目

学校集体食堂 餐饮单位
调
查
数

选① 选② 选③

N % N % N %

调
查
数

选① 选② 选③

N % N % N %

χ2 P 值

评审行为规范 掌握标准程度 53 45 84. 9 8 15. 1 0 0. 0 81 47 58. 0 31 38. 3 3 3. 7 9. 171 0. 002

评审组织管理 重视程度 53 50 94. 3 3 5. 7 0 0. 0 81 67 82. 7 14 17. 3 0 0. 0 3. 908 0. 048

评审规范程序 53 42 79. 2 8 15. 1 3 5. 7 81 47 58. 0 26 32. 1 8 9. 9 6. 517 0. 038

宣传开展情况 53 44 83. 0 9 17. 0 0 0. 0 81 51 63. 0 27 33. 3 3 3. 7 6. 969 0. 031

对企业培训情况 53 46 86. 8 7 13. 2 0 0. 0 81 56 69. 1 22 27. 2 3 3. 7 6. 157 0. 046

推行机制 试行进展情况 53 51 96. 2 0 0. 0 2 3. 8 81 63 77. 8 14 17. 3 4 4. 9 10. 539 0. 005

全行业推行进展情况 53 50 94. 3 1 1. 9 2 3. 8 81 63 77. 8 10 12. 3 8 9. 9 6. 910 0. 032

分行业强制执行 53 43 81. 1 10 18. 9 0 0. 0 81 44 54. 3 37 45. 7 0 0. 0 10. 113 0. 001

A 级企业自我宣传 53 47 88. 7 6 11. 3 0 0. 0 81 51 63. 0 30 37. 0 0 0. 0 10. 783 0. 001

评定后续管理 张贴悬挂标牌 53 45 84. 9 8 15. 1 0 0. 0 81 44 54. 3 37 45. 7 0 0. 0 13. 436 0. 000

推行保障 配合程度 53 53 100. 0 0 0. 0 0 0. 0 81 73 90. 1 8 9. 9 0 0. 0 5. 567 0. 018

企业认知程度 53 27 50. 9 26 49. 1 0 0. 0 81 26 32. 1 51 63. 0 4 4. 9 6. 572 0. 037

标准要求及操作性 计算复杂程度 53 3 5. 7 32 60. 4 18 34. 0 81 19 23. 5 44 54. 3 18 22. 2 8. 031 0. 018

消费者认可程度 是否知道量化制度 53 47 88. 7 6 11. 3 0 0. 0 81 49 60. 5 32 39. 5 0 0. 0 12. 527 0. 000

注 : N 为选择该项人数。选①、选②、选③具体见表 3。

表 2 　韶关市学校食堂和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管理推行影响因素比较

项目

学校集体食堂 餐饮单位
调
查
数

选① 选② 选③

N % N % N %

调
查
数

选① 选② 选③

N % N % N %

χ2 P

推行机制 对企业培训情况 12 10 83. 3 2 16. 7 0 0. 0 23 11 47. 8 12 52. 2 0 0. 0 4. 143 0. 042

媒体关注情况 12 5 41. 7 7 58. 3 0 0. 0 23 10 43. 5 11 47. 8 2 8. 7 6. 080 0. 048

标准要求及操作性 计算复杂程度 12 1 8. 3 11 91. 7 0 0. 0 23 6 26. 1 11 47. 8 6 26. 1 6. 784 0. 034

企业承担负荷 带给企业负担 12 6 50. 0 5 41. 7 1 8. 3 23 4 17. 4 19 82. 6 0 0. 0 4. 948 0. 026

企业承担压力 12 7 58. 3 5 41. 7 0 0. 0 23 4 17. 4 16 69. 6 3 13. 0 6. 134 0. 013

注 : N 为选择该项目人数。选①、选②、选③具体见表 3。

落实和推行方案的可操作性等方面 , 影响了推行的

总体成效。通过 3 市在学校集体食堂和餐饮单位推

行影响因素指标实施情况比较发现 , 珠海市、韶关

市均存在差异 , 惠州市差异不显著 , 与成效评价结

果相一致 , 经调查确认与现实情况符合 , 因此可以

认为本课题前期研究建立的“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

推行影响因素模型”有效 , 能够反映真实情况 , 在

推行量化分级管理策略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同时也提示三市还应进一步加强推行过程中影响成

效因素的控制 , 确保量化分级管理取得更好的成

效。

研究结果还显示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标准要

求及操作性”项目打分繁琐、计算复杂 , “基础条

件”中的监督人员数与工作适应性、监督车辆不足

及经费保障不足 2 个项目的 5 项指标影响量化分级

制度的推行成效。对于量化管理制度的实施标准 ,

国家已开始组织修订 , 而推行的基础条件则需要各

地统筹安排 , 当然更希望得到卫生部和政府相关部

门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 , 在餐饮行业进一步推行该

制度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应引起重视。一是加强对评

审员的培训 , 提高评审员掌握标准的整体水平 , 确

保对标准的理解和掌握在允许的偏差范围内 ; 二是

加强评审组织管理 , 要落实对评审的监管 , 确保预

期目标的实现 ; 三是完善推行机制 , 多渠道重点宣

传卫生信誉度 , 使管理相对人、社会舆论和消费者

更好地接纳分级制度的理念 , 要让他们了解和理解

卫生信誉度 , 而不是分级制度本身 , 同时鼓励 A

级企业加强自身宣传 , 营造争创良好信誉度的氛

围 ; 四是落实评定后续管理 , 如落实监督频率 , 对

良好信誉度企业在年度审查中直接年审、提倡政府

在各类竞标中提供优先权 , 严格落实信誉度公示制

度等 ; 五是改善推行保障措施 , 如提高指导企业创

良好信誉度的积极性 , 切实改善企业卫生水平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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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种措施提高企业对创良好信誉度的认知程度 ,

以增加企业主动参与评审的积极性 ; 六是在推行中

应以“低投入 , 高产出”为原则指导企业落实规范

要求 , 不要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和压力 ; 七是制定

推行方案必须实事求是 , 因地制宜 , 必须具有可操

作性 ; 八是为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推行创造良好的基

础条件 , 如车辆、资金、人员的保障等 , 确保评审

人员能有效完成评审任务 ; 九是将量化分级制度纳

入日常监督管理 , 提高卫生监督资源的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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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探讨儿童行为异常与食品中铅摄入的关系 , 在南京市选取 404 名儿童 , 用询问法调查其 3 d 的膳食摄

取情况 , 了解儿童食物、营养素及铅的摄入量 , 并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血铅水平 ,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进行食物中铅含量的测定 , 用 CBCL 行为量表分析儿童行为。在 404 名调查对象中 , 行为异常的学生有 44 例 ,

占总人数 1019 % , 男生行为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女生。行为异常组儿童的血铅水平及铅摄取量明显高于行为正

常组 , 且蔬菜、水果、畜肉及其它 (主要是膨化食品) 类食品摄取量显著多于行为正常组 , 其脂肪摄取量相对

较高 , 而维生素 C摄取量则相对较低 , 在农贸市场或个体摊点购零食人数显著多于在商场、超市者。食品中铅

摄入量过高与儿童血铅水平升高、行为异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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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 and Intake of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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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πs behavior disorders and the intake of lead , the lead concentration in foods of

404 children selected in Nanjing was measured with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um (AAS) . Their food intake of 3successive days was

investigated , thus foods , nutrients and lead intake were learned. Their blood lead level was also determined by AAS. CBC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hildrenπs behavior status. There were 44 children with behavior disorder (1019 %) with prevalence in boys

higher than that in girls. The blood lead level and lead intake from foods were obviously higher in children with behavior disorder.

They took more fruits , vegetables and cakes , inflated foods than the normal children. Their fat intake was relatively higher and vi2
tamin C intake was relatively lower. They bought snacks from farm product markets or street pedlars more often. The risk factors

for childrenπs behavior disorders were the intake of roots and meats , the improper purchasing place of snacks and the nail oil used

by mothers , while the zinc intake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It was concluded that excessive intake of lead may be related to the high

level of blood lead and behavior disorder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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